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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108 年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概況統計分析 

壹、前言 

一、撰研動機 

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例11-1條略以：「無正當理由施用第三級或

第四級毒品，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接受4-8

小時之毒品危害講習」，本局依法辦理毒品危害講習，提供受裁

罰人參加，惟毒品施用原因複雜，經統計發現，藥物濫用的原因

以好奇、壓力、情緒困擾最多，且第三、四級毒品使用者主為要

「18-24歲」年輕族群，目前雖採講習及進行追蹤輔導，惟可提供

之關懷及協助有限，期透過分析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相關課程問卷分析，藉以瞭解第三、四級毒品人口結構及各變項

關聯性，以利發展各種預防及處遇模式，以收治療實質效益，並

有效防制毒品濫用問題。 

二、撰研目的 

(一)瞭解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受處分人施用毒品特性。 

(二)瞭解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受處分人初次施用及再次施用原 

因。 

(三)瞭解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課程執行成效。 

貳、各項統計分析 

一、統計對象：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受處分人。 

二、統計方法： 

(一)依據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名單內基本資訊進行描述統計 

分析。 

(二)運用毒品危害講習問卷調查方式。 

三、統計分析項目： 

(一)從個人基本資料，如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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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職業、收入、家庭型態及國籍，分析藥物濫用人

口結構。 

(二)從受處分人身心健康狀況、施用毒品的種類、施用時間、初 

次及再次施用毒品的原因，探討危險因子與藥物濫用的關係。 

(三)瞭解學習態度、動機、成效及激勵因素等學習面向，探討課 

程效果。 

參、108年度高雄市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個案態樣分析 

本局透過近3年講習通知名單及案件管理系統列管案，藉以瞭解本市外

籍人士涉毒情形，另運用108年度毒品危害講習問卷收集受處分人之基

本資料外，透過問卷瞭解受處分人對於講習課程、新心小站及預防再

犯團體三項課程滿意度與執行成果，108年度回收有效問卷715份，現

將問卷統計分析說明如下： 

一、近3年外籍人士涉毒情形統計 

從近3年的數據來看，案件管理系統列管(施用一、二級毒品)之外

籍人士，無明顯的人數改變;但從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來看，

外籍人士涉毒情形有較顯著的增加，分析原因可能因三、四級毒

品無刑責，未涉及遣返問題，致外籍人士雖施用毒品，只要雇主

同意仍可留下來，未來應針對雇用移工之職場加強毒防教育。(如

表1) 

表1.近3年外籍人士涉毒統計表 

 案件管理系統列管 

(一、二級毒品人口) 
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 

106年 12 5 

107年 14 4 

108年 11 27 

二、講習課程分析 

(一)108年講習課程統計分析 

1.基本人口學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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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處分人性別比例統計 

三、四級毒品講習以男性居冠(534人次，74.69%)，遠

遠高於女性(181人次，25.31%)，惟相較於本市列管輔

導藥癮者(一、二級毒品)，男性佔84%，女性佔16%，

可發現三、四級毒品女性施用者高於一、二級毒品女

性施用者9%比例，顯示目前第三、四級毒品(愷他命為

主)女性施用者宜加強注意，並進一步了解原因(如表2

及圖1)。 

表2.受處分人性別比例統計表 

 

 

 

 

 

 

 

 

         

圖1.受處分人男女比例統計圖 

 (2)受處分人年齡分佈統計 

受處分人中以18至25歲居冠(377人次，佔年度

52.73%)；26至30歲次之(185人次，25.87%)；顯示青

年族群仍為愷他命施用高危險族群，推測應與取得容

易及錯誤認知所致(如表3及圖2)。  

 

 

 

 

性別 人次 百分比 

男 534 74.69% 

女 181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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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受處分人年齡分布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18-25 377 52.73% 

26-30 185 25.87% 

31-35 78 10.91% 

36-40 43 6.01% 

41-45 17 2.38% 

46-50 10 1.40% 

50以上 5 0.70% 

 

 

 

 

 

 

 

 

 

 

圖2.受處分人年齡分佈統計圖 

(3)受處分人教育程度統計 

受處分人教育程度以高中(職)居多(467人次，佔年度

65.31%)，國中次之(130人次，18.18%)；從數據可發

現第三、四級毒品施用者教育程度普遍不高(如表4及

圖3)。 

表4.受處分人教育程度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不識字 5 0.70% 

小學 9 1.26% 

國中 130 18.18% 

高中(職) 467 65.31% 

專科 37 5.17% 

大學或以上 67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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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受處分人教育程度統計圖 

(4)受處分人婚姻狀態統計 

受處分人偏向年輕化，故大多未婚(佔76.9%)(如表5

及圖4)。 

表5.受處分人婚姻狀態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未婚 550 76.92% 

已婚 97 13.57% 

離婚 57 7.97% 

分居 5 0.70% 

同居 3 0.42% 

喪偶 1 0.14% 

其他 2 0.28% 

 

 

 

 

 

 

   

圖4.受處分人婚姻狀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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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處分人宗教信仰統計 

宗教信仰選項，以無居冠(331人次，46.29%)，其次為

道教(202人次，28.25%)及佛教(156人次，21.82%)(如

表6及圖5)。 

表6.受處分人宗教信仰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 331 46.29% 

佛教 156 21.82% 

道教 202 28.25% 

基督教 19 2.66% 

天主教 6 0.84% 

其他 1 0.14% 

 

 

 

 

 

 

圖5.受處分人宗教信仰統計圖 

(6)受處分人職業統計 

受處分人以從事服務業居冠(305人次，42.66%)，其次

依序是無業(115人次，16.08%)、商業(64人次，8.95%)，

另八大行業(43人次，6.01%)；從問卷中可發現施用

三、四級藥物者多從事服務業工作，且在與部分受處

分人談話時，其所謂之服務業多為酒店、夜店工作人

員或經理人等相關工作，即屬特定營業場所之工作，

足見工作場所與用藥風險有正相關(如表7及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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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受處分人職業統計表 

 

 

 

 

 

 

 

 

 

 

 

 

 

圖6.受處分人職業統計圖 

(7)受處分人收入統計分析 

受處分人收入情形分布以收入2萬至3萬元居冠(191人

次，26.71%)為，3萬至4萬次之(189人次，26.43%)；

顯示第三、四級的施用者有53%經在濟上多無慮皆能

維持基本生活，另有21.6%收入4萬以上，堪稱收入佳，

惟收入來源需多加留意(如表8及圖7)。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業 115 16.08% 

學生 20 2.80% 

商業 64 8.95% 

工礦運輸業 57 7.97% 

服務業 305 42.66% 

製造業 33 4.62% 

軍公教 4 0.56% 

農漁牧業 24 3.36% 

八大行業 43 6.01% 

其他 50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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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受處分人收入統計表 

 

 

 

 

 

 

 

 

                             

 

 

 

 

圖7.受處分人收入統計圖 

(8)受處分人家庭結構統計 

受處分人家庭結構以單親家庭居冠(含父歿、母歿、父

母離異、父母分居、父母未婚)(546人次，58.33%)，顯

示家庭功能完整性可能會影響施用藥物的可能性，因

此，家庭支持系統與親職教育不可輕忽(如表9及圖8)。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 122 17.06% 

1萬以下 8 1.12% 

1萬-2萬元 43 6.01% 

2萬-3萬元 191 26.71% 

3萬-4萬元 189 26.43% 

4萬-5萬元 65 9.09% 

5萬元以上 97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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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受處分人家庭結構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雙親家庭 346 36.97% 

單親家庭 296 31.62% 

父歿 93 9.94% 

母歿 19 2.03% 

父母離婚 117 12.50% 

父母分居 19 2.03% 

父母未婚 2 0.21% 

隔代教養 26 2.78% 

父母雙亡 5 0.53% 

被領養 9 0.96% 

安置機構 2 0.21% 

其他 2 0.21% 

 

 

 

 

 

 

 

圖8.受處分人家庭結構統計圖 

(9)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年齡統計 

初次使用藥物年齡之問題選項，以19至24歲首次接觸

藥物之族群居冠(274人次，38.32%)；值得關注的是18

歲以下301人次，佔42.1%，其中12歲5人次，13歲-15

歲69人次，顯示成癮藥物在國中小求學階段就已影響

青少年，可能成為渠等同儕間交際所用之娛樂物質。

另24歲以下約佔整體80%，顯示毒品對校園及青少年族

群之危害甚深，未來需更強化加強校園毒品防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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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降低危害(如表10及圖9)。 

表10.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年齡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12以下 5 0.70% 

13-15 69 9.65% 

16-18 227 31.75% 

19-24 274 38.32% 

25-29 85 11.89% 

30-34 22 3.08% 

35-39 23 3.22% 

40-44 4 0.56% 

45-49 4 0.56% 

50以上 2 0.28% 

 

       
圖9.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年齡統計圖 

2.物質使用相關變項 

(1)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種類統計 

受處分人初次施用之成癮藥物以K他命居冠(634人

次，82.88%)，其次是咖啡包(混合)(51人次，6.67%)，

顯示K他命為藥癮者入門的毒品，另須注意咖啡包混

藥問題，因其混用藥物成分不明，易造成藥物過量死

亡，以高檢署報告為例108年10月-12月止法醫研究所

解剖案件進行毒物檢驗發現咖啡包內混參PMMA(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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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搖頭丸)造成34死來看，未來宣導或課程時須納入毒

品防制教育議題，避免讓咖啡包(混藥)成為初次接觸

毒品的方式(如表11及圖10)。 

表11.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種類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K他命 634 82.88% 

FM2 3 0.39% 

一粒眠 11 1.44% 

咖啡包 51 6.67% 

搖頭丸 30 3.92% 

安非他命 25 3.27% 

海洛因 2 0.26% 

其他 9 1.18% 

 

 
圖10.受處分人初次使用藥物種類統計圖 

(2)受處分人三、四級藥物施用時間統計 

受處分人施用三、四級藥物時間普遍不超過3年(600人

次，83.92%)，藥癮歷程較短，應及早介入協助，以防

升級使用第一、二級毒品，衍生更多的問題(如表12及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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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受處分人三、四及藥物施用時間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1年以下 436 60.98% 

1-3年 164 22.94% 

4-6年 65 9.09% 

7-9年 30 4.20% 

9年及以上 20 2.80% 

 
圖11.受處分人施用三、四級毒品時間統計圖 

(3)受處分人三、四級藥物使用原因統計 

A、初次施用原因以好奇居冠(344人次，42.68%)，其

次依序是朋友影響(308人次，38.21%)及紓壓(88

人次，10.92%)(如表13及圖12)。                         

B、再次施用原因之部分，則以朋友影響居冠(290人

次，37.96%)；紓壓次之(214人次，28.01%)，好奇

再次之(130人次，17.02)，從數據顯示朋友影響，

對於藥癮個案初次或再次施用毒品，佔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力，未來須針對學習遠離危險環境及人際互

動技巧等議題之課程(如表14及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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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受處分人三、四級藥物初次使用原因統計表 

 

 

 

 

 

 

 

 

 

          

圖12.受處分人三、四級藥物初次使用原因統計圖 

 

表14. 受處分人三、四級藥物再次使用原因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朋友影響 308 38.21% 

紓壓 88 10.92% 

提神 14 1.74% 

減肥 9 1.12% 

好奇 344 42.68% 

工作需要 26 3.23% 

家庭有人吸食 0 0.00% 

其他 17 2.11%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朋友影響 290 37.96% 

紓壓 214 28.01% 

提神 28 3.66% 

減肥 12 1.57% 

好奇 130 17.02% 

工作需要 10 1.31% 

家庭有人吸食 1 0.13% 

其他 79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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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受處分人再次使用藥物原因統計圖 

(4)受處分人施用一、二級藥物使用情形統計 

受處分人多未合併使用一、二級成癮藥物；但合併一、 

二級毒品使用者中，又以含娛樂性藥物搖頭丸居冠

(111人次，18.59%)及安非他命次之(81人次，13.57%)，
此現象可能與近年來咖啡包有混藥使用之情形相關，

值得注意(如表15及圖14)。 

表15.受處分人施用一二級藥物使用情形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海洛因 11 1.84% 

安非他命 81 13.57% 

大麻 34 5.70% 

搖頭丸 111 18.59% 

無 522 87.44% 

其他 15 2.51% 

 
圖14.受處分人施用一、二級藥物施用情形統計圖 

(5)受處分人菸、酒、檳榔使用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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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普遍有施用其他物質之情形，平時有接觸

菸、酒及檳榔者皆超過參與講習者半數。推斷菸、酒

及檳榔物質之施用者，易有相對施用成癮藥物之風

險，值得持續關懷追蹤，並提供早期預防宣導(表16及

圖15)。 

表16.受處分菸、酒、檳榔使用情形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喝酒 253 23.08% 

抽菸 545 49.73% 

嚼檳榔 203 18.52% 

無 95 8.67% 

 
圖15.受處分人飲酒、抽菸及施用檳榔情形統計圖 

(6)受處分人疾病統計 

受處分人自認為無健康問題居冠(639人次，87.77%)，

若有身心疾病，則以精神疾病居冠(29人次，3.98%)，

因毒品的危害具持續及長久性之影響，尤其對大腦之

危害可能更勝於身體的危害，另受處分人多為年輕

人，對於身心疾病欠缺認識或病識感，而忽視自身的

身心症狀，造成數據與實際情形恐有落差，需鼓勵受

處分人若有不適時需就醫，以避免加重危害(如表17及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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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受處分人疾病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 639 87.77% 

精神疾病 29 3.98% 

慢性膀胱炎 4 0.55% 

腎臟病 0 0.00% 

肝炎或肝硬化 8 1.10% 

消化性潰瘍 7 0.96% 

心血管疾病 7 0.96% 

糖尿病 6 0.82% 

高血壓 10 1.37% 

性功能障礙 1 0.14% 

性接觸傳染疾病 2 0.27% 

其他 15 2.06% 

             
圖16.受處分人疾病統計圖 

(7)受處分人壓力來源及影響統計 

受處分人正值青年期發展階段以自我實現為主，惟受

職場穩定性及親密關係影響，易有經濟(226人次，

22.51%)及工作壓力(191人次，19.02%)，但普遍性而

言尚未對生活造成影響(436人次，60.98%)，或僅造成

輕微壓力(172人次，24.06%)，故壓力對此類族群影響

有限(如表18及圖17、表19及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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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受處分人壓力來源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 328 32.67% 

失業壓力 32 3.19% 

工作壓力 191 19.02% 

課業壓力 4 0.40% 

經濟壓力 226 22.51% 

健康壓力 35 3.49% 

感情壓力 83 8.27% 

家庭壓力 88 8.76% 

同儕壓力 8 0.80% 

其他 9 0.90% 

 
圖17.受處分人壓力來源統計圖 

 

表19.受處分人壓力影響統計表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影響 436 60.98% 

輕度影響 172 24.06% 

中度影響 72 10.07% 

重度影響 35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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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受處分人壓力影響統計圖 

(三)講習課程綜合學習問卷調查統計 

1.受處分人學習態度面向統計 

從學習態度面向可發現回答或提出問題及討論2個題目平

均分數低於其他，顯示受處分人多不願意在課堂上與講師

互動討論(表20及圖19)。 

表20.受處分人學習面向統計表 

圖19.受處分人學習面向統計圖 

我認為學

會課程內

容是容易

的事 

我認為學

會課程內

容可以增

加知識 

我希望在

上課程時

有好的表

現 

我喜歡所

安排的課

程 

我會準時

參加課程

不遲到早

退 

我在上課

時會願意

回答或提

出問題 

我會願意

和同學討

論 

我上課

時專心

聽老師

的講解 

3.95 4.03 3.92 3.78 4.00 3.71 3.73 3.93 

學習態度面向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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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處分人學習動機面向統計 

從學習動機面向前三名來看，受處分人多數動機是認為透

過課程可以獲得相關知識，補足過去所學，另也透過完成

課程避免再次裁罰(如表21及圖20)。 

表21.受處分人學習動機面向統計表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自我

充實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獲得

新的知識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補充

過去所學

不足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通過

毒品裁罰

的程序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受到

他人認同

及肯定 

我認為學

習課程是

為了提升

自我形象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獲得

家人的信

任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獲得

鼓勵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遠離

毒品 

我認為學

習課程可

使我增加

自信心 

3.96 3.99 3.97 3.97 3.89 3.86 3.89 3.89 3.95 3.90 

學習動機面向 3.93 

 

圖20.受處分人學習動機面向統計圖 

3.受處分人學習成效面向統計 

學習成效面向平均分數是四個面向中最高，顯示目前的課

程內容讓受處分人提升防毒及戒癮知能，也學習到如何面

對問題進而處理問題(如表22及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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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受處分人學習成效面向統計表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更加認識

毒品的危

害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提升抗拒

毒品的能

力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提供戒除

毒癮的方

法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更有信心

戒除使用

毒品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增加法律

知識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學會自己

解決問題 

我認為上

課個管師

能協助我

更瞭解自

己的能力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瞭解取得

協助的方

法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獲得成就

感 

我認為上

課能讓我

更清楚自

己的優缺

點 

4.03 3.97 3.97 3.98 4.05 3.98 3.95 3.97 3.91 3.90 

學習成效面向 3.97 

 

圖21.受處分人學習成效面向統計圖 

4.受處分人激勵因素面向統計 

從激勵因素面向分數來看最高分是感受到毒防局人員得關

心，顯見本局同仁在課程中對於受處分人的關心及服務，

會給予受處分人正向的激勵作用(如表23及圖22)。 

表23.受處分人激勵因素面向統計表 

我在上課

時，我感

受到長官

的支持 

我在上課

時，我感

受到講師

的鼓勵 

我在上課

時，我感

受到醫療

人員的關

心 

我在上課

時，我感

受到毒防

局人員的

關心 

長官的鼓

勵，讓我

覺得有信

心 

毒防局人

員的支

持，讓我

覺得安心 

毒防局人

員的關

心，讓我

覺得不孤

單 

上課有良

好的環境

與設備 

上課後，

我的評量

獲得不錯

的成績 

上課可以

幫助我改

善人際關

係 

3.88 3.92 3.93 3.95 3.90 3.91 3.89 3.91 3.88 3.82 

激勵因素面向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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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受處分人激勵因素面向統計圖 

因該面向調查表目前僅施行1年多，無法實質評估受處分人於不

同面向對於課程的滿意度看法，但仍可做為課程安排參考，期望

透過相關數據統計，瞭解受處分人感受並提供更完整的協助。 

三、新心小站成果分析 

考量本市施用毒品原因朋友影響、好奇及紓壓比例較高，擬針對

情緒困擾提供協助，除循往例於毒品危害講習內容安排毒品之簡

介、危害、戒治等相關課程外，為提供多元化及深化的諮詢服務

管道，於104年4月起毒品危害講習現場設置「心靈諮詢-新心小

站」，以柔性及貼近人心之方式，協助講習受處分人瞭解自己的

問題，108年為有效協助受處分人妥善處內在及外在壓力，藉由

心理師諮詢協助藥癮者察覺自己內在的問題，進而知道如何面對

與處理，強化自我覺察能力，維護藥癮者心理健康，並提升參加

講習之多元性及出席率。108年共辦理24場次，計有120人次參與

諮詢。經個別諮詢後，同意本市後續追蹤輔導共有36人，諮詢類

別以自我探索為最多，次之為家庭狀況及工作狀況，感情及身體

狀況再次之(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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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4.新心小站諮詢類別統計表        單位：人 

 

 

 

 

經由講習現場新心小站心理師輔導後，學員回饋輔導過程中感覺

良好，可幫助受講習者了解自己的問題及未來的目標和方向，進

而有信心面對問題，並期望本局可持續辦理此活動，108年對輔

導後滿意度狀況感到滿意者佔整體比率為92.71%(如表25)。 

                         表25.新心小站滿意度統計表                 單位：人 

滿意度 

與諮商師協

談後，情緒能

獲的緩解 

您認為諮詢

師能瞭解您

的心情感受 

諮詢後，對您

的問題解決

有幫助 

您對本次服

務感到滿意 

整體平均 

滿意度 

非常差 0 0 0 0 
 

差 0 0 0 0 
 

普通 
7 

(5.83%) 

11 

(9.16%) 

10 

(8.33%) 

7 

(5.83%) 
7.29% 

滿意 
44 

(36.67%) 

42 

(35%) 

46 

(38.33%) 

41 

(34.176%) 
36.04% 

非常滿意 
69 

(57.5%) 

67 

(55.84%) 

64 

(53.34%) 

72 

(60%) 
56.67% 

四、「三、四級毒品預防再犯團體」身心靈問卷統計 

本局依據衛生福利部視導指標規劃，將第三、四級毒品使用者初

犯及再犯個案分流處遇服務，針對裁罰2次以上之個案，篩選6-8

位進入三、四級預防再犯團體，108年聘請心理師或社工師以「健

康生活、情緒抒壓、生命教育」為課程核心理念，透過「正向心

理學」及「減害原則」等概念，引導個案認識自我、提升自我價

值、清理負面情緒壓力，認識自己的優點發現並培養個人的長處

諮詢類

別:自我

探索 

1.有 

0.無 

諮詢類

別:家庭

(家人) 

1.有 

0.無 

諮詢類

別:工作 

1.有 

0.無 

諮詢類

別:感情

(婚姻) 

1.有 

0.無 

諮詢類

別:身體

狀況 

1.有 

0.無 

諮詢類

別:官司 

1.有 

0.無 

諮詢類

別:其他 

1.有 

0.無 

44 23 13 17 17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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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潛能，積極面對人生的壓力和挑戰並導入健康的概念，協助個

案建立健康生活模式，降低毒品對身心的影響。 

(一)108年預防再犯團體基本人口學及物質使用相關變項統計分 

析 

1.預防再犯團體成員性別統計從數據來看成員男女比例，依 

舊是男多於女(如表26及圖23)。 

表26.預防再犯團體成員性別統計表 

 

 

 

 

 

 

 

 

 

 

圖23.預防再犯團體成員性別統計圖 

2.預防再犯團體成員年齡統計 

成員年齡以18至25歲居冠(68人次，佔年度42.50%)；26至

30歲次之(61人次，38.13%)；顯示青年族群為愷他命施用

再犯風險高危險族群(如表27及圖24)。 

表27.預防再犯團體成員年齡統計表 

 

 

 

 

性別 人次 百分比 

男 123 76.88% 

女 37 23.13%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18-25 68 42.50% 

26-30 61 38.13% 

31-35 16 10.00% 

36-40 15 9.38% 

41-45 0 0.00% 

46-50 0 0.00% 

50以上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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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預防再犯團體成員年齡統計圖 

3.預防再犯團體成員使用三、四級毒品時間統計 

成員施用三、四級毒品時間，以1年以下居冠(65人次，

40.63%)，1-4年次之(59人次，36.88%)；顯示預防再犯團

體成員施用時間雖短，但反覆施用性高，值得關注(表28

及圖25)。 

表28.預防再犯團體成員施用三、四級毒品時間統計表 

 

 

 

 

 

 

 

 

 

 

 

圖25.預防再犯團體成員施用三、四級毒品時間統計圖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1年以下 65 40.63% 

1-4年 59 36.88% 

4-7年 24 15.00% 

7-9年 6 3.75% 

9年及以上 6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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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預防再犯團體成員使用毒品原因統計 

成員使用原因以好奇居冠(94人次，48.21%)，次之為心情

不好(39人次，20.00%)，再次之為壓力大(22人次，11.28%)

及無聊(22人次，11.28%)，顯示藥物變為紓壓及排遣無聊

所用。因此，對於協助受處分人學習壓力調適因應及生活

之重心之建立實為重要(表29及圖26)。 

表29.預防再犯團體成員使用毒品原因統計表 

 

 

 

 

 

 

 

 

 

 

 

                         

圖26.預防再犯團體成員使用毒品原因統計圖 

5.預防再犯團體成員疾病統計 

從數據來看多數的成員目前尚未有身心方面的疾病(143人

次，89.38%)；初步顯示成員並沒有因為多次施用毒品而有

明顯身心傷害。如區分生理及精神影響，可發現精神疾病

3.13%在有明顯疾病11%中佔3成，足見第三、四級毒品對於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好奇 94 48.21% 

心情不好 39 20.00% 

朋友誘惑 14 7.18% 

使用毒品很酷 0 0.00% 

壓力大 22 11.28% 

父母吸毒因此我也用 0 0.00% 

提神 4 2.05% 

無聊 22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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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分人精神方面有一定之傷害(表29及圖27)。 

表30.預防再犯團體成員疾病統計表 

 

 

 

 

 

 

 

 

 

 

 

 

 

 

                         圖27.預防再犯團體成員疾病統計圖 
 

 

 

 

 

 

 

 

 

 

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無 143 89.38% 

精神疾病 5 3.13% 

慢性膀胱炎 1 0.63% 

腎臟病 0 0.00% 

肝炎或肝硬化 2 1.25% 

消化性潰瘍 3 1.88% 

心血管疾病 1 0.63% 

糖尿病 0 0.00% 

高血壓 0 0.00% 

性功能障礙 1 0.63% 

性接觸傳染疾病 0 0.00% 

其他 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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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防再犯團體身心健康量表前後測成績統計 

1.整體來說，我的身體狀況很好 

成員可能對於自身身體狀況並非很瞭解，透過團體課程提升

自我覺察能力，瞭解自身的身體狀況，整體平均分數有上升。 

(如圖28) 

  

圖28.整體來說，我的身體狀況很好統計圖 

2.我有足夠的睡眠 

成員常認為自身有足夠的睡眠，透過領導者的帶領下，讓成

員更瞭解自身的睡眠情形，經團體課程後發現整體平均分數

有上升，顯示成員更瞭解自身睡眠是否足夠(如圖29)。 

  
圖29.我有足夠的睡眠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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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感到精力充沛 

從前測問卷發現多數成員自我感覺精力充沛，在團體課程後

整體分數有上升，或許與成員多為年輕人體力較好有關(如圖

30)。 

  

圖30.我感到精力充沛統計圖 

4.我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成員透過團體課程檢視自己的生活作息，從後測結果發現，

成員認同的分數有下降，顯示課程能察覺自己維持正常的生

活作息不如所想的(如圖31)。 

  
圖31.我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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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對任何事物都不感興趣 

透過課程活動進行與討論協助成員找到及培養自己的興趣，

從後測整體分數下降來看，成員在團體課程逐漸發現多樣性

的興趣，也了解興趣培養對生活的重要性(如圖32)。 

  

圖32.我對任何事物都不感興趣統計圖 

6.我感到情緒沮喪 

在團體領導者的帶領下，成員覺察自身沮喪來源及如何學習

面對，從後測分數下降來看，顯示團體課程對於成員察覺沮

喪，並協助成員調適自身情緒有所幫助，降低其沮喪之感受

(如圖33)。 

  

圖33.我感到情緒沮喪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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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活在自己的世界裡，不願意面對現實 

該議題前後測整體分數呈現持平，此議題可能涉及成員過去

成長顯見該議題非單次團體可以有所改變，可能需長時間的

自我覺察才有機會(如圖34)。 

  

圖34.我活在自己的世界裡，不願意面對現實 

8.我無法信任別人 

該議題前後測整體分數呈現持平，此議題涉及信任感，由於

成員成長經驗或目前的生活環境維持狀態之下，該議題非單

次團體可以有所改變，可能需要長時間的自我覺察才有機會

(如圖35)。 

  

圖35.我無法信任別人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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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遇到事情時，我容易感到挫折 

成員在面對無法處理的問題時常感到挫折，透過團體課程的

進行，讓成員學習自我調適及情緒調整，以降低挫折感，提

升自信心(如圖36)。 

  

圖36.遇到事情時，我容易感到挫折統計圖 

10.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 

成員可能因成長或生活環境中缺乏關愛，故自覺無人關心，

在團體課程進行中，運用探討的方式，讓成員發現及學習接

納他人的關心(如圖37)。 

  

圖37.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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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的人際關係常造成我的困擾 

成員對於人際間關係感覺會造成困擾，在團體課程中教導成

員學習及處理人際溝通及互動議題，然該議題可能因過去互

動的模式養成有關，恐非一次性團體課程可改變，故成效不

如預期(如圖38)。 

  

圖38.我的人際關係常造成我的困擾統計圖 

12.我對未來充滿希望 

成員起初對於自己的未來較無想法及希望，在團體課程中協

助成員重新審視及規劃自己未來的生活，在團體的協助下，

成員對於自己的未來較感到希望(如圖39)。 

  

圖39.我對未來充滿希望統計圖 



33 

 

13.我覺得我的生命有意義 

成員可能因對未來較無希望，因此對於自己生命意義也感到

疑惑，透過團體課程的探討，協助成員找到生命的價值及意

義，讓成員找到生活的亮點(圖40)。 

  

圖40.我覺得我的生命有意義 

14.我經常保持樂觀的生活態度 

成員多保持樂觀的生活態度，僅少數成員表示無法樂觀看待

生活，透過團體課程的進行及引導下，協助成員用正向思考

的方式及態度去面對生活，讓成員可以樂觀進取的面對生活

(如圖41)。 

  

圖41.我經常保持樂觀的生活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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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有人生的目標 

可能因為多數成員較年輕，故比較沒有人生的目標，透過團 

體課程協助成員審視自己目前的生活，並規劃自己的人生目

標，讓成員生活更有動力(如圖42)。 

  

圖42.我有人生的目標 

根據身心靈健康量表前後測問卷結果，可發現成員在參與團體之後，

成員自我覺察能力有所提升瞭解維持正當生活之重要性與用藥對於

情緒及自身的危害性，藉以提升自我照顧能力，此外，也瞭解正當的

抒發情緒及解除壓力的方法，降低因情緒困擾而再施用毒品之機率

(圖43)。 

 

 

 

 

 

 

 

 

 

 

 

 

圖43.預防再犯團體身心靈健康量表前後測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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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未來課程期待及設計 

問卷中針對未來課程期待分析，團體成員對於「人際溝通」

課程有較高的期待，占28％，其次是兩性(性別)交往17%及自

我成長15%(如圖44)。顯示成員對人際關係、兩性(性別)交往

及自我成長等議題有較多的興趣或困擾，希望透過團體提供

人際關係互動、兩性相處方法及自我生涯探索等課程內容，

提升溝通及處理問題的能力，在面對問題時可以更完善的處

理問題。 

本局將針對成員的課程需求與團體帶領者討論，研擬未來課

程之設計，以更符合受講習者之需求，協助受講習者提升人

際互動與溝通較巧、如何在兩性(性別)交往可以更適切的處

理問題以及如何自我探索和認識自我提升本身的能力，藉

此，增進生活的穩定，降低壓力，減少再次施用藥物之機率。 

 
圖44.預防再犯團體對未來課程需求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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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綜合上述統計結果，可歸納出下列幾點結論 

(一)外籍人士施用第三、四級毒品疑似有上升趨勢 

從近三年(106年-108年)講習通知名單及案件管理系統內毒

品列管人員統計發現，外籍人士施用一、二級毒品未有明顯

增加，然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則有上升趨勢，恐與第三、四

級毒品僅行政罰有關。 

(二)年齡結構改變，恐與混用藥物趨勢有關 

參加講習之受處分人總人數仍以青年族群為大主(18歲至30

歲近8成)，但中壯年施用人數也有上升的趨勢，評估有可能

是因為新興毒品混藥或施用者年齡漸長影響。 

(三)校園毒品問題不容忽視 

從初次施用年齡統計得知約4成2的受處分人18歲以下初次

使用，若統計24歲以下則佔8成，顯見多數人在求學階段就

初次施用，因此，校園毒品問題需重視。 

(四)工作及工作場所與用藥有一定關聯性 

從統計中顯示受處分人多從事服務相關產業，然其所謂服務

業可能多與特定營業場所工作有關，而相關工作場所容易接

觸到毒品，易使受處分人施用毒品，增加身心危害。 

(五)同儕、好奇及紓壓等皆會影響對處分人施用毒品 

從統計中發現受處分人初犯及再犯原因皆有「朋友影響」，

其他則為「好奇」及「紓壓」，足見朋友及自身情緒對於受

處分人的影響力。 

(六)女性受處分人佔總數25%，且多處與育齡階段(18-35歲)，從 

研究顯示:藥癮孕產婦有較高流產風險及子宮內胎兒死亡，

胎兒成為藥物暴露的「藥癮新生兒」，衍生醫療、社會和法

律層面的問題，足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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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心小站或預防再犯團體對受處分人有實質協助 

1.為協助受處分人善處內在及外在壓力開辦新心小站，聘請 

心理師諮詢協助受處分人察覺自己內在的問題，認識及瞭

解自己，進而知道該如何面對與處理。 

2.從團體課程前後測結果發現，團體成員參加團體後對於樂

觀生活、生命有意義、人生目標等議題分數有明顯的提

升，顯示團體有助於成員正向思考未來的人生規劃，另有

關人際關係、信任感及面對現實等議題分數無明顯差異，

顯示這類議題可能非一次性可以改變，但仍可讓成員重新

瞭解自己過去的成長經驗或環境，使成員自我覺察，增加

改變的機會， 

二、針對上述結論，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有關外籍人士建議可與本市勞工局合作針對外籍移工及雇 

主加強宣導毒品防制及強化法制概念，避免觸法，另請本市

警察局加強查緝外籍人士常聚集場所(例如小吃部)，建構安

全的環境。 

(二)為因應混藥趨勢及年齡漸長問題，除在前端預防宣導時，加 

強民眾對新興毒品混藥辨識及認識，降低混藥之危害性外，

亦須增加戒癮醫療資訊，避免因長期施用毒品造成身心危

害，減少社會成本付出。 

(三)校園毒品問題長期以來都是關注的焦點，因此除建議持續加 

強校園反毒知能的宣導外，亦需強化結合校區、社區及警區

三區的網絡間合作，減少毒品進入校園的機會。 

(四)針對特殊營業場所除加強特殊營業場所查察外，亦建議對相

關工作場所工作之同仁宣導及強化毒品防制及辨識知能，提

早發覺通報，降低因施用藥物導致的危害風險。 

(五)對於受處分人易受同儕及情緒影響而施用毒品，將於課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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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時，請講師或團體帶領者針對人際互動溝通、正確紓解

壓力的方式及如何安排時間掌控等技巧，以降低再次用藥風

險。 

(六)針對女性藥癮問題，應著重於前端預防，未來也將邀請相關 

領域講師於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中授課，提供受處分人

相關毒品防制知能，降低衍生之風險危害。 

(七)從新心小站個別諮詢整體滿意度達92.32%，以及預防再犯團 

體可增加成員的自我覺察能力及改變的動機，並提升相關知

能，降低再用藥機率，顯示此2項服務受講習者有實質協助，

故建議賡續辦理。 

伍、策進作為 

一、前端預防面 

(一)凝聚校區、社區、警區三區力量，並設立社區毒品關懷站， 

整合辦理多元領域宣導，建構完善毒品防制宣導網路。 

(二)深入本事38區強化社區及校園相關人員識毒、防毒及拒毒知 

能，運用新媒體傳播力量全面宣導，讓毒防零缺口。 

(三)全面啟動非納管住宿及娛樂類場所輔導訪查，鼓勵業者執行 

法定毒品防制措施，營造安全無毒娛樂場所。 

(四)倡議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1條、提供免付費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關懷專線07-2110511，鼓勵勇敢主動求助，

以其發掘隱性藥癮人口，提早介入輔導關懷。 

二、後端處遇面 

(一)攜手少家院、地檢署及矯正機關之司法網絡單位，推動多元 

處遇服務方案，期能提升藥癮戒治成效。 

(二)結合6家民間團體紮根社區，提供藥癮者及其未成年子女關 

懷服務，並強化藥癮少年專業關懷輔導，依發展需求提供戒

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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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高雄市藥癮孕產婦及藥癮新生兒服務」流程，結合各 

網絡單位，依權責提供即時通報、關懷處遇及轉介服務。 

(四)結合在地資源推動藥癮多元技能培力、社區團體及戒毒課 

程，創造藥癮者及家屬與社區民眾共融共學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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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08.03.13修訂(稿)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毒品危害講習問卷 
說明： 

一、請參加講習人員於講習結束後，在簽退時將問卷一併繳交給工作人員，才算完成講習課程。 

二、請參加講習人員仔細閱讀，依現況回答每一個問題，並勾選適合的答案，承辦人員將對問

卷內容保密。 

 

日期：   年   月   日         

 

1.年齡：      足歲 (民國      年     月生) 

 

2.性別：1□男  2□女   

  

3.教育程度：  
1□不識字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或以上 

 

4.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3□離婚 4□分居 5□同居 6□喪偶 7□其它:請說明:         

 

5.宗教信仰： 
1□無 2□佛教 3□道教 4□基督教 5□天主教 6□其它:請說明:         

 

6.職業： 
1□無業 2□學生 3□商業 4□工礦運輸業 5□服務業 6□製造業 7□軍公教 8□農漁牧業  9□八大行業(酒

店或KTV等) 10□其他:請說明:           

 

7. 工作時數： 
1□一星期工作少於20小時  2□一星期工作20至39小時  3□一星期工作40小時(含)上   
4□無業    

 

8. 工作時段： 
1□日間  2□夜間  3□輪班制  4□不固定排班  5□無業 

 

9.每月平均收入： 
1□無  2□1萬元以下  3□1-2萬元  4□2-3萬元  5□3-4萬元  6□4-5萬元  7□5萬元以上 

 

10.初次使用毒品的種類： 
1□K他命  2□FM2  3□一粒眠  4□咖啡包  5□搖頭丸  6□安非他命 7□海洛因  
8□其他:請說明:         

 

11.初次使用毒品的年齡：  
1□12歲以下  2□13-15歲  3□16-18歲  4□19-24歲  5□25-29歲6□30-34歲7□35-39歲  
8□40-44歲   9□45-49歲  10□50歲以上 

 

 

背面尚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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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初次使用原因：(可複選) 
1□朋友影響  2□紓壓  3□提神  4□減肥  5□好奇 6□工作需要  7□家庭有人吸食 8□其它       

 

13.再次使用原因：(可複選) 
1□朋友影響  2□紓壓  3□提神  4□減肥  5□好奇 6□工作需要  7□家庭有人吸食 8□其它              

 

14.你最常使用的毒品種類：(可複選) 
1□K他命  2□FM2  3□一粒眠  4□咖啡包  5□搖頭丸  6□安非他命 7□海洛因  
8□其他:請說明:         

 

15.你使用毒品的時間： 
1□1年以下  2□1-3年  3□4-6年  4□7-9年  5□9年以上 

 

16.你會持續使用毒品的原因： 
1□朋友影響  2□紓壓  3□提神  4□減肥  5□無聊所以使用  6□工作需要  7□家庭有人吸食  8□其它:           

 

17.你曾經使用一、二級藥物種類(可複選)： 
1□海洛因 2□安非他命 3□大麻 4□搖頭丸 5□無 6□其他:請說明:         

 

18.你是否經常有下列行為或習慣： 
1□喝酒  2□抽菸  3□嚼檳榔  4□無 5□其他:請說明:        

 

19.運動習慣(每天30分鐘計算)： 
1□沒有運動習慣  2□每週三天以下  3□每週約3-5天  4□每週5天以上 

 

20.個人疾病史(可複選)： 
1□無  2□精神疾病  3□慢性膀胱炎  4□腎臟病  5□肝炎或肝硬化  6□消化性潰瘍  7□心血管疾病 8□

糖尿病  9□高血壓  10□性功能障礙  11□性接觸傳染疾病  12□其他:請說明:         

 

21.家庭狀況(可複選)： 
1□雙親家庭 2□單親家庭(3□父歿 4□母歿 5□父母離婚 6□父母分居 7□父母未婚) 8□隔代教養 9□父

母雙亡 10□被領養 11□安置機構 12□其它:請說明:         

 

22.最近半年您主要的壓力來源(可複選，請以1、2、3在□內標示你最主要的3個壓力來源)： 
1□無 2□失業壓力 3□工作壓力 4□課業壓力 5□經濟壓力 6□健康壓力 7□感情壓力 8□家庭壓力   9

□同儕壓力 10□其他:請說明:         

 

23.整體而言，上述壓力(22題)會影響您情緒及日常生活的程度： 
1□無影響 2□輕度影響 3□中度影響 4□重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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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課程評量-後測 
 

題號  題目  選 項 

 

非

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沒

有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認為非鴉計畫的戒癮治療對我是有幫助的  □ □ □ □ □ 

2  我認為藥物成癮者共用針頭，容易感染愛滋病  □ □ □ □ □ 

3 
我認為新興毒品混有多種不知名藥物，容易造成對身體的危害

無法掌控 

□ □ □ □ □ 

4 
我認為使用K他命會造成尿量減少、膀胱萎縮、頻尿等腎功能不

全症狀 
□ □ □ □ □ 

5  我認為搖頭丸(MDMA)  會容易併發急性腎臟衰竭等嚴重後遺症  □ □ □ □ □ 

6  我認為建立自信與自尊心是拒絕毒品的方法  □ □ □ □ □ 

7  我認為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應處以有期徒刑  □ □ □ □ □ 

8 
我認為引誘他人施用K他命只裁處行政裁罰，同時需參加毒品危

害講習課程 
□ □ □ □ □ 

9 
我認為只要建立正確的用藥觀念，就能提升對成癮物質的警戒

心 
□ □ □ □ □ 

10 
我認為新興毒品多以咖啡包、奶茶包、糖果等精美包裝形式出

現，降低民眾戒心造成誤食或毒品流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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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課程綜合學習問卷調查 

 
題號  題目  選 項 

學習態度面向 

非

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沒

有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認為學會課程內容是容易的事  □ □ □ □ □ 

2  我認為學會課程內容可以增加知識  □ □ □ □ □ 

3  我希望在上課程時有好的表現  □ □ □ □ □ 

4  我喜歡所安排的課程  □ □ □ □ □ 

5  我會準時參加課程不遲到早退  □ □ □ □ □ 

6  我在上課時會願意回答或提出問題  □ □ □ □ □ 

7  我會願意和同學討論  □ □ □ □ □ 

8  我上課時專心聽老師的講解  □ □ □ □ □ 

         
題號  題目  選                                      項 

學習動機面向 

非

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沒

有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9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自我充實  □ □ □ □ □ 

10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獲得新的知識  □ □ □ □ □ 

11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補充過去所學不足  □ □ □ □ □ 

12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通過毒品裁罰的程序  □ □ □ □ □ 

13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受到他人認同及肯定  □ □ □ □ □ 

14  我認為學習課程是為了提升自我形象  □ □ □ □ □ 

15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獲得家人的信任  □ □ □ □ □ 

16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獲得鼓勵  □ □ □ □ □ 

17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遠離毒品  □ □ □ □ □ 

18  我認為學習課程可使我增加自信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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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選 項 

學習成效面向 

非

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沒

有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9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更加認識毒品的危害  □ □ □ □ □ 

20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提升抗拒毒品的能力  □ □ □ □ □ 

21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提供戒除毒癮的方法  □ □ □ □ □ 

22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更有信心戒除使用毒品  □ □ □ □ □ 

23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增加法律知識  □ □ □ □ □ 

24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 □ □ □ □ 

25  我認為上課個管師能協助我更瞭解自己的能力  □ □ □ □ □ 

26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瞭解取得協助的方法  □ □ □ □ □ 

27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獲得成就感  □ □ □ □ □ 

28  我認為上課能讓我更清楚自己的優缺點  □ □ □ □ □ 
題號  題目  選                                      項 

激勵因素面向 

非

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沒

有

意

見 

同

意 

非常

同意 

1  我在上課時，我感受到長官的支持  □ □ □ □ □ 

2  我在上課時，我感受到講師的鼓勵  □ □ □ □ □ 

3  我在上課時，我感受到醫療人員的關心  □ □ □ □ □ 

4  我在上課時，我感受到毒防局人員的關心  □ □ □ □ □ 

5  長官的鼓勵，讓我覺得有信心  □ □ □ □ □ 

6  毒防局人員的支持，讓我覺得安心  □ □ □ □ □ 

7  毒防局人員的關心，讓我覺得不孤單  □ □ □ □ □ 

8  上課有良好的環境與設備  □ □ □ □ □ 

9  上課後，我的評量獲得不錯的成績  □ □ □ □ □ 

10  上課可以幫助我改善人際關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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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新心小站 諮詢紀錄單  

(此頁由本人填寫)         

姓    名  
出生日

期 

 西元      年    月 

日        

姓  別 1.男□    2.女□ 電   話  

聯絡地址  

家庭排行 
1.□獨生子(女)   2.□老大     3.□老二      4.□老三 

5.□老么         6.□其他，___________   

身體不舒

服位置 

(請圈選) 

 

諮詢 

類別 

 

1. □自我探索 

2. □家庭(家人)  

3. □工作  

4. □感情(婚姻) 

5. □身體狀況 

6. □官司 

7.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請仔細回想最近一個星期中，下列問題使您感到困擾或苦惱的程度： 

         

完全沒

有 輕微 中等程度 嚴重 

非常嚴

重 

 1.感覺緊張不安 □ □ □ □ □ 

 2.覺得容易苦惱或動怒 □ □ □ □ □ 

 3.感覺憂鬱 、心情低落 □ □ □ □ □ 

 4.覺得比不上別人 □ □ □ □ □ 

 5.睡眠困難，譬如難以

入睡，易醒或早醒 
□ □ □ □ □ 

 6.有自殺的想法 □ □ □ □ □ 

編號:       座位號:                     諮詢日期:     年  月  日  

108..03.12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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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由諮詢師填寫)                

協談內容 

個案目前狀況、主要困擾或訴求： 

 

 

 

 

 

 

評估與建議  

個案表達要

如何處理此

議題 

 

 
 

※個案是否願意接受本局後續關懷，收到更多關照自我團體或活動資

訊？ 
 □ 願意(請確認上一頁基本資料填寫完整) 
 □ 無意願，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 

諮詢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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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新心小站 諮詢服務滿意度調查表 
請填寫這份問卷提供本局參考與回饋，感謝您的參與與寶貴的意見 

 
 
 

1. 請問您本次參加：   □(1)牌卡諮詢   □(2)易經諮詢   □(3)其他

___________ 

 (4) 

非常滿意 

(3) 

滿意 
(2) 

普通 
(1) 

差 
(0) 

非常差 
2.與諮詢師協談後，您的情緒能獲得紓解。 □ □ □ □ □ 

3.您認為諮詢師能瞭解您的心情感受。 □ □ □ □ □ 

4.諮詢後，對您的問題解決有幫助。 □ □ □ □ □ 

5.您對本次服務感到滿意。      □ □ □ □ □ 

6.對新心小站的感想與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若未來本局於社區辦理活動或諮詢服務，您會願意參加嗎？ 

  □(1)願意參加  □(2)無意願（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若未來本局於社區團體及活動，您會願意參加嗎？ 

  □(1)願意參加  □(2)無意願（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認為辦理上述活動合適的時間為？ 

  □(1)平日白天  □(2)平日晚上  □(3)週末白天(六、日)  □(4)週末晚上(六、

日) □(5)其他_______________ 

 

 

 

 

姓名:                                     諮詢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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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再犯團體身心靈問卷       
                                                 日期：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麻煩您仔細閱讀和回答每一個題目題並在□選適合的答案打V)  

1. 年齡：      足歲 (民國      年     月生) 

 

2. 性別 

(1)□男   (2)□女    

 

3. 教育程度 

(1)□不識字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專科  (6)□大學或以上 

 

4. 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3)□離婚   (4)□分居   (5)□同居   (6)喪偶  

(7)□其它, 請說明:         

 

5. 宗教信仰 

(1)□無   (2)□佛教   (3)□道教   (4)□一般民間信仰   (5)□基督教   (6)□天主教    

(7)□其它, 請說明:         

 

6. 職業 

(1)□無業   (2)□學生   (3)□商業   (4)工礦運輸業   (5)□服務業   (6)□製造業   

(7)□軍公教   (8)□農漁牧業   (9)□八大行業(酒店或KTV等)  (10)□其他，請說明:           

 

7. 工作時數 

(1)□無業   (2)□一星期工作少於20小時   (3)□一星期工作20至39小時    

(4)□一星期工作40小時(含)以上    

 

 

您好：為了要了解您身心靈健康的情形，特設計此份問卷。這份問卷共分二部份，第

一部分是基本資料。第二部分是身心靈健康量表。本問卷所有結果均會保密，請您放

心填答。有關資料的說明及內容如下，煩請每題務必填寫，謝謝您的合作與協助。 

                                                           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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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作型態 

(1)□日間   (2)□夜間   (3)□輪班制 

9. 每月平均收入 

(1)□無   (2)□10000元以下   (3)□10000-20000元   (4)□20001-30000元   

(5)□30001-40000元   (6)□40001-50000元   (7) 50000元以上         

 

10. 我曾使用之三、四級毒品種類(可複選) 

(1)□K他命   (2)□FM2   (3)□一粒眠   (4)□蝴蝶片   (5)□其他， 請說明:         

 

11. 我使用三、四級藥物的時間（可複選） 

 (1)□1年以下   (2)□1-4年以下   (3)□4-7年以下   (4)□7-9年以下   (5)□9年及以上 

 

12.我使用三、四級藥物原因(可複選)   

(1)□好奇   (2)□心情不好   (3)□朋友誘惑   (4)□使用毒品很酷  (5)□壓力大  

(6)□父母吸毒因此我也用   (7)□提神   (8)□無聊   (9)□其他，請說明:         

 

13.我曾經使用一、二級藥物種類(可複選) 

(1)□搖頭丸   (2)□安非他命   (3)□大麻   (4)□海洛因   (5)□古柯鹼    

(6)□嗎啡   (7)□鴉片   (8)□其他，請說明:         

 

14. 喝酒狀況 

(1)□不喝酒   (2)□偶爾喝酒 (一週二天以下)   (3)□經常喝酒 (一週三天及以上)     

 

15. 抽菸狀況 

(1)□不抽菸   (2)□平均一天一包菸 (含以下)   (3)□平均一天一包菸以上 

 

16. 嚼檳榔狀況 

(1)□從不嚼檳榔  (2)□偶爾嚼檳榔(一週二天以下)  (3)□經常嚼檳榔(一週三天及以上)     

 

17. 個人疾病史(可複選) 

(1)□無   (2)□精神疾病   (3)□慢性膀胱炎   (4)□腎臟病   (5)□肝炎或肝硬化    

(6)□消化性潰瘍   (7)□心血管疾病   (8)□糖尿病   (9)□高血壓   

(10)□性功能障礙    (11)□性接觸傳染疾病   (12)□其他, 請說明:         

 

背面尚有題目 



50 

 

18.家庭狀況(可複選) 

(1)□雙親家庭   (2)□單親家庭   (3)□隔代教養   (4)□父歿   (5)□母歿  

(6)□父母雙亡   (7)□父母離婚   (8)□父母分居   (9)□被領養   (10)□安置機構    

(11)□其它, 請說明:         

 

19. 最近半年您的壓力狀況(可複選) 

(1)□無   (2)□失業壓力   (3)□工作壓力   (4)□課業壓力   (5)□經濟壓力   

(6)□健康壓力   (7)□感情壓力   (8)□家庭壓力  (9)同儕壓力    

10□其他, 請說明:         

 

20.整體而言，上述壓力(19題)會影響您情緒及日常生活的程度？ 

(1)□無影響   (2)□輕度影響   (3)□中度影響   (4)□重度影響 

 

 

 

 

 

 

 

 

 

 

 

 

 

 

 

 

 

背面尚有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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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身心靈健康量表(前測) 

這份問卷是想瞭解您身心靈健康，請仔細閱讀下面每題的題目，然後在每題右邊數字上圈出一個最符合

您目前的感覺和想法的答案。這些答案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請依照您自己的想法直接作答。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一 

定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整體來說，我的身體狀況很好。 1 2 3 4 5 

2.我有足夠的睡眠。 1 2 3 4 5 

3.我感到精力充沛。 1 2 3 4 5 

4.我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1 2 3 4 5 

5.我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 1 2 3 4 5 

6.我感到情緒沮喪。 1 2 3 4 5 

7.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願意面對現實。 1 2 3 4 5 

8.我無法信任別人。 1 2 3 4 5 

9.遇到事情時，我容易感到挫折。 1 2 3 4 5 

10.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 1 2 3 4 5 

11.我的人際關係常造成我的困擾。 1 2 3 4 5 

12.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1 2 3 4 5 

13.我覺得我的生命有意義。 1 2 3 4 5 

14.我經常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1 2 3 4 5 

15.我有人生的目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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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身心靈健康量表(後測) 

這份問卷是想瞭解您身心靈健康，請仔細閱讀下面每題的題目，然後在每題右邊數字上圈出一個最符合

您目前的感覺和想法的答案。這些答案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請依照您自己的想法直接作答。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不 

一 

定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整體來說，我的身體狀況很好。 1 2 3 4 5 

2.我有足夠的睡眠。 1 2 3 4 5 

3.我感到精力充沛。 1 2 3 4 5 

4.我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1 2 3 4 5 

5.我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 1 2 3 4 5 

6.我感到情緒沮喪。 1 2 3 4 5 

7.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願意面對現實。 1 2 3 4 5 

8.我無法信任別人。 1 2 3 4 5 

9.遇到事情時，我容易感到挫折。 1 2 3 4 5 

10.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 1 2 3 4 5 

11.我的人際關係常造成我的困擾。 1 2 3 4 5 

12.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1 2 3 4 5 

13.我覺得我的生命有意義。 1 2 3 4 5 

14.我經常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1 2 3 4 5 

15.我有人生的目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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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團體內容】 

★ 我最喜歡的團體課程內容是什麼？ 

 

★ 參與八次團體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收穫是什麼？ 

 

 

 

 

 

 

 

★ 我想對團體帶領者說的是…… 
 

 

 

 

 

 

 

 

 

 

 

★  
★  
★  
 

未來若要開辦相關的課程，我期待的主題是（複選）： 

□ 兩性交往 □家庭關係 □親子溝通 □職場適應 □人際溝通 

□ 健康生活 □自我成長 □情緒抒壓 □其他                 

未來若要持續開辦團體課程，我願意：□參加。□不參加。 

 

 

 

 

如願意參加請留下 

姓名：                性別：□男 □女    電話：               

填寫完畢，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