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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吸毒是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的重要議題，建議
同學在學習時，可以從下列幾個向度簡單審視自己對議
題的掌握程度：
同學需指出青少年吸毒有上升的趨勢，甚至有年輕
化的情況。而且，大部分青少年為隱性吸毒，他們秘
密地在家中或隱蔽場所濫用藥物，其家人、朋友和校
方渾然不知。當然，倘若同學能知道沉迷藥物的青少
年有何群組特徵則更為理想，例如他們多出自衝突較
多的家庭。

分類吸毒成因 引入概念說明

同學需準確分析導致青少年吸毒的原因。筆者認為
要舉出3個原因並不困難，但如何才能使答案「升級」
呢？倘若同學能釐清文章結構，清晰地將原因分類，
並在每段加入適當概念說明，答案自然「高人一
等」。

針對成因提建議
「建議題」是常見題型之一。跟成因一樣，筆者相信

大部分同學都能舉出幾個建議，比如特區政府增加戒毒
宣傳，家長多與子女溝通等等。同樣地，想令答案「升
級」，要如何做呢？筆者認為同學可以舉出更具針對性

的解決方法，減少「大路」答案；另外，也可以從不同
持份者的角度提出建議。

輔以時事例子
建議同學對議題的實體時事有基本認知。舉例來
說，特區政府為增加對青少年吸毒情況的了解及其支
援配套，推出了校園驗毒計劃，先在大埔區試行。另
外，為了打擊販賣毒品給青少年的不法活動，特區政
府亦會在暑假等高危時期特別加強巡邏，以免青少年
誤入歧途。
同學不妨以上述幾個層面簡單檢視自己對議題的掌握

度，並利用「升級」技巧為文章加分！
■鄺嘉莉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港大工商管理及法律系三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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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公 共 衛 生 -
青少年吸毒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早前在

電台節目中表示，今年第一季呈報吸毒者人數，按年下跌約一成，較

5年前下跌三成六，但吸毒者被發現時的毒齡中位數，由5年前的2.1

年，增至去年的5.2年，反映吸毒者越趨隱蔽，而且較多人吸食的毒

品亦由傳統的海洛英，轉為危害精神的毒品，例如冰毒，情況不容忽

視。到底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原因是什麼？有何方法避免青少年吸毒？

讓我們在本文一一分析。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教師 李浩彰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5年9月17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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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按教育局指引）

主題1：自我了解
．個人在青少年期會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有哪些流行而顯著的趨勢會對時下香港青少年構成挑戰和機遇？他們
如何回應這些趨勢？掌握生活技能對青少年而言又為何重要？

禁毒處研究小組於2013年公佈的《2011/12年學
生服用藥物情況調查》指，本港15.6萬名全日制高
小、中學和專上學生中，發現17,500人曾吸毒，較

2008年的調查顯著減少42%，然而調查發現，逾八成學生由以往在夜場或學校吸毒，
改為在寓所或朋友家中吸毒，較難發現。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去年統計數字也顯示，被呈報吸毒和首次呈報吸毒人數皆
下降，惟隱蔽吸毒情況惡化，首次被呈報吸毒者的「毒齡」（即由初次吸毒至被發
現年期）持續上升，由2008年時的1.9年，升至4年，反映本港青少年吸毒趨向隱

蔽。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早前在電台節目公佈2015年的最新數

據，發現青少年吸毒人數持續改善，今年第一季呈報吸毒者人數，按
年下跌約一成，較5年前下跌三成六，但吸毒者被發現時的毒齡中位
數，由5年前的2.1年，增至去年的5.2年。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資料B
近年一種俗稱「開心紙」的迷幻劑流入香港。有吸毒的人將這種衍

生自安非他命、高濃度迷幻劑NBOMe化合物，利用郵票或印水紙把粉
末吸收，再放在舌底服用。這種藥量很少，但短時間內就會出現很大
的不良反應，例如血壓上升、心跳加速，體溫上升、瞳孔放大，神志
不清、抽筋的症狀，幾近死亡。禁毒處已向立法會建議修訂《危險藥
物條例》，把NBOMe化合物列為違禁藥物，禁止在香港進出口、管

有、製造和販運，預計今年內通過生效。
有人認為，《危險藥物條例》的修訂有助阻截這些毒品的流入和販

賣，減低吸毒人士接觸的機會。不過，有團體認為，條例的程序和機
制複雜，待毒品流行起來時才禁制，已經太遲。倒不如從教育方面入
手，自小在青少年心目中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健康的生活，了解毒品
的禍害，他們自然不會加入吸毒的行列。

資料C
姓名（性別/毒齡） 吸食毒品原因
明仔（男/一年） 我是家中獨子，從小朋友不多，升中後認識了不

少朋友，很喜歡和朋友一起。一年前，我的好友
介紹我食「開心紙」，說很爽又不會上癮，我怕
朋友不和我玩，於是便一起食。

小麗（女/兩年） 我本身身形肥胖，無論如何減肥體重都不下降。
聽到吸毒可以減肥，為了靚，我顧不上那麼多，
豈料一發不可收拾。

強仔（男/5年） 我中三輟學之後便出來打工，由於學歷低，賺得
少，自己都捉襟見肘，工作了幾年都無起色，家
人開始有怨言，令我覺得生活苦悶。食了毒品之
後，令人飄飄然，所有煩惱都一掃而空。

*以上個案純屬虛構

模 擬 試 題模 擬 試 題

1. 試根據資料A，指出青少年吸毒問題的特徵。

2. 試參考資料B，分析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因素。

3. 「教育較立法懲處更能令青少年遠離毒害」，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有關說法？試參考以上資料，論證
你的看法。

想 一 想想 一 想

1. 題目拆解
題目要求指出青少年吸毒問題的特徵，同學除了可從上升或下降的趨

勢，以及最多或最少的年份進行分析外，也應留意到圖表刻意將性別劃
分，意味分析時可將兩者進行比較，以凸顯吸毒問題在性別上的特徵。
參考答案
．整體首次被呈報吸毒人數呈下降的趨勢，由2013年第一季的626
人，下降至2015年第一季的547人，下降了13%；

．首次被呈報吸毒人數出現男多於女的現象，由2013年至2015年皆有
有關特徵；

．男性吸毒者以2013年為最，達475人；而女性吸毒者以2014年為
最，有179人。

2. 題目拆解
題目要求考生按資料分析青少年吸食毒品的因素，故考生在分析時務

必從資料中尋找蛛絲馬跡，再指出因素。此題的得分關鍵，在於考生能

否利用「概念化」技巧，將原因高度歸納，例如，將「我怕朋友不和我
玩，於是便一起食」，概念化為「從眾壓力」。
參考答案
．從眾因素：明仔為了維繫友誼，「怕朋友不和我玩」，因而便一起食
毒品；

．錯誤的觀念：小麗誤以為吸毒可以減肥，因而吸毒；
．不當的減壓方法：強仔因工作及家人而形成壓力，選擇了吸食毒品作
為減壓的方法。

3.題目拆解
題目屬較高難度的比較題，要求將「教育」及「立法懲處」兩者的效

用進行比較，同學首要的是訂下比較的準則作為天秤，諸如長短期、阻
嚇性、根本性、覆蓋面等進行分析，然後再將兩者置於其上一一比對，
從而建立論點。
參考答案

很大程度上同意：
．教育能從根本改變青少年的價值觀，鑑於青少年因視吸毒為解悶或減
壓的工具，教育能讓他們更明白適當的方法，較立法懲處以外力更根
深柢固；

．教育令青少年更易接受，影響程度更深。青少年普遍存有反叛心理，
即使知道犯法，也會為挑戰權威而犯罪；相反教育可以諄諄善誘的方
式讓青少年了解毒害；

．青少年一旦經教育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拒絕毒品之意志更堅定，立
法則不然，青少年仍會抱僥倖心態而吸毒。

很小程度上同意：
．立法較教育更具阻嚇力，青少年一旦管有毒品，便會觸犯法例，甚至
坐監，阻嚇性遠高於教育；

．立法能令毒品禁止在香港進出口、管有、製造和販運，從源頭打擊毒
害，令青少年難以接觸；

．立法能即時見效，相反，教育需長時間培育方能見效。

參 考 答 案參 考 答 案

改在家「開餐」更難發現
新 聞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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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紓壓力 受朋輩影響
按禁毒處的研究分析，在2015年第一季被呈報吸毒者中，青少年
吸食毒品，最主要的原因是解悶、情緒低落、壓力問題，其次為同
輩朋友影響。其他原因依次如下：

註：同一被呈報吸毒者可被呈報多於一個吸食毒品的原因
■資料來源：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

■禁毒處公佈本港濫用藥物情況，調查發現學生由以往在夜場或學校
吸毒，改為在寓所或朋友家中吸毒。 資料圖片

■有大學
生在校園
內開展抵
制毒品、
珍愛生命
的活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