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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背景 

 

1. 自 2011/12 學年開始，「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下

稱“計劃”）在禁毒基金會的資助下於全港推行，目的旨在培養學

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加強抗逆能力、

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以及觸發吸食毒品學生的戒毒和求助動機。計

劃主要包括兩大部分：多元化的抗毒預防活動以及自願性參與的校

園測檢。 

 

2. 於 2015/16 學年，有 92 間中學參與計劃。隨著參與學校的增

加和學校實踐經驗的累積，禁毒基金會委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

（下稱“研究小組”）於 2015/16 學年就計劃進行一項全面的獨立

評估研究，以期了解計劃的成效，並就如何進一步推展和優化計劃

提出建議。 

 

回應情況 

 

3. 是次研究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之間進行。研究小組

通過量性和質性的研究，蒐集參與學校1、非政府機構、未參與   

學校2、政府化驗所等各持份者的意見（學校方面包括校長、負責計

劃或負責德育、訓導或健康教育的老師、學生以及家長，機構方面

包括前線社工、督導人員等）。研究小組亦運用前後測設計，通過

兩次問卷調查測量學生的抗毒能力及健康方面的行為和認知，以評

估計劃對學生的影響。 

 

4. 研究小組邀請了 49 間參與學校合共 18,338 位學生，以及    

51 間未參與學校合共 8,389 位學生填寫前測的學生問卷。在參與    

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15,888 份有效的學生問卷，回應率為

86.6%。而在未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7,847 份有效的學生  

問卷，回應率為 93.5%。後測時，在繼續參與研究的 47 間參與學校

及 38 間未參與學校中，研究小組分別邀請 14,326 位及 5,565 位學生

填寫後測的學生問卷。在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12,934 份  

有效的學生問卷，回應率為 90.3%。而在未參與學校方面，研究  

小組收回 5,378份有效的學生問卷，回應率為 96.6%。 

                                           
1
    指曾經參與或於 2015/16學年參與計劃的中學。 

2
    指由計劃開始以來直至 2015/16 學年，未曾參與計劃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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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小組在收回前測及後測的學生問卷後，根據學生提供的

個人資料（包括出生日期、年級、班別和性別）進行配對。在參與

學校方面，共有 9,328 份後測學生問卷能被成功配對。而未參與學

校方面，則有 4,037 份後測學生問卷能被成功配對。成功配對率分

別為 73.0%及 75.1%。 

 

6. 家長方面，研究小組分別向 42 間參與學校及 38 間未參與學

校，發出 12,860份和 5,565份家長問卷。從參與學校收回 9,055份家

長問卷，而從未參與學校則收回 4,264 份家長問卷。假設無交回的

問卷非重覆性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70.4%及 76.6%。 

 

7. 研究小組共邀請 70 間參與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及 51 間未參與

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填寫問卷。參與學校及未參與學校校長分別交回

54 份及 32 份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77.1%及 62.7%。參與學校及未參

與學校老師則分別交回 55 份及 30 份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78.6%及

58.8%。 

 

8. 研究小組亦邀請了 22 間非政府機構服務點的負責同工填寫機

構問卷，共有 16間非政府機構填妥並交回 50份問卷。 

 

9. 就質性研究方面，研究小組到訪多間不同的參與學校和    

未參與學校，與校長、負責老師、家長和學生進行面談或聚焦小組

討論。研究小組同時訪問了多位協助推行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的督導

人員和負責社工，以及負責處理測檢樣本的政府化驗所人員。 

 

研究結果 

 

「健康校園計劃」的推展情況 

 

10. 在現時的計劃推展方面，禁毒處和校方有提供不同的參考資

料予持份者了解計劃詳情，有 88.9%的參與學校校長表示有親自向

學生介紹計劃詳情。參與學校中，超過八成的學生和超過九成的家

長認同自己明白參與計劃的目的，反映著現時的推廣方式能讓學生

和家長了解並認同計劃。 

 

11. 未參與學校方面，回應是次研究的校長及老師均表示有聽過

計劃，曾參與由禁毒處舉辦的簡介會的校長和老師比例亦有超過一

半。而學生和家長聽過計劃的比例則較少，分別只有 36.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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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12. 就持份者對計劃的支持程度，根據參與學校校長的觀察，超

過九成校長認為辦學團體或法團校董會、老師及家長都支持學校參

與計劃，亦有近八成的校長認同學生支持學校參與計劃。反觀未參

與學校的情況，認同持份者支持學校參與計劃的校長比例不足一

半，但亦有約三成的校長表示未曾與家長和學生進行過相關的討

論。 

 

13. 但從未參與學校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反映，持份者對學校推行

計劃的取態是正面的。有 66.7%的老師表示會支持，亦有 60.4%的

學生表示希望學校推行計劃。當中，多達 69.7%的中一學生希望學

校推行該計劃，比中二至中五的學生為多（56.1%至 60.0%）。表示

支持子女學校推行計劃的家長比例更達 82.3%，與參與學校家長表

示希望學校可以繼續推行計劃的結果（83.4%）差不多。這反映出未

參與學校的持份者，尤其是家長對學校參與計劃都表示支持。 

 

14. 無論是參與學校還是未參與學校，校方在考慮是否參加計劃

時都十分重視持份者的意見。對參與學校來說，會更加考慮對學生

健康生活的影響以及計劃是否有助建立無毒校園文化。對未參與學

校來說，則著重考慮學生個人私隱的保障以及會否增加老師的工作

量。 

 

測檢部分 

 

15. 就測檢部分的參與情況而言，整體來說，接近一半的參與學

校的學生表示會參與 2015/16 學年的校園測檢。其中，中一的參與

度最高，有近六成。相比之下，低年級的參與度比高年級要高。參

與計劃年期長的學校整體的學生參與率亦比參與年期較短的學校要

高。學生的參與傾向亦與對計劃的認識有關，越是表示明白計劃目

的，以及認同學校提供足夠計劃詳情、參與測檢同意書內容清晰和

有足夠時間考慮參與測檢的學生更可能會表示參與測檢。 

 

16. 另一方面，本學年表示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尤其是被抽中

測檢的學生更傾向表示同意於下學年參與測檢，比例達六成。但其

中自稱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的學生，下學年不同意參與測檢的比

例比其他被抽中測檢的學生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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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家長方面，超過七成的家長表示會鼓勵子女參與測檢以及同

意子女參加測檢。比較近兩學年的參與傾向，中二和中三的家長在

2015/16學年比上學年更傾向同意子女參與校園測檢。 

 

18. 未參與學校方面，學生和家長的參與傾向與參與學校差別不

大。有約一半的學生表示如果學校推行計劃，他們會同意參與測

檢。而表示有聽過計劃的學生，參與的傾向更高，達六成表示會參

加測檢。亦有超過七成的家長表示如果子女的學校推行計劃，他們

會同意子女參與測檢。 

 

19. 在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上，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家長及

學生考慮的因素是一致的。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在考慮會否同意

參加測檢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都是與測檢細節有關，包括個人隱

私、抽取樣本的模式、測檢過程的衞生狀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而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除關注個人隱私的保障、測檢過程的衞

生狀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外，亦會考慮測檢對學生個人體驗的增

長。 

 

20. 而實際的測檢細節和流程方面，有超過七成曾在 2015/16 學

年完成測檢的學生表示滿意測檢部分的運作安排以及相信個人資料

私隱會受到保障。但無論有否參與測檢的學生，均有超過兩成表示

介意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另外，在抽樣模式上，超過八成的學

生傾向頭髮樣本。 

 

21. 隨著學校累積推行計劃的經驗，執行校園測檢的流程也越來

越暢順。超過九成的校長表示很少或從來沒有觀察到測檢過程安排

出現不協調或與夥拍的非政府機構傳遞信息時出現困難等情況。只

有 18.5%的校長表示間中會出現校園測檢的時間與學校其他的活動

安排相撞的情況，以及收回同意書過程出現困難。 

 

22. 協作夥伴的意見亦大致相同，僅 11.5%的非政府機構負責同

工表示間中會在進行校園測檢時發現過程有不協調的情況；政府化

驗所負責人員亦表示目前的運作順暢，校外專責隊伍已經熟習如何

抽取樣本。 

 

23. 根據學生的主觀體驗，超過六成的參與學校學生認同測檢部

分有助增強抗毒能力，包括有助加深了解驗毒過程、有助鞏固遠離

毒品的決心，以及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未參與學校學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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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亦大致相同，超過六成的學生認同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方面帶來

的成效。 

 

24. 此外，表示會參與測檢的學生比表示不會參與測檢的學生更

認同測檢部分有助增強抗毒能力和帶來其他正面影響。而持續多年

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更認同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和其他方面帶來的

成效。 

 

25. 根據參與學校其他持份者對測檢部分成效的意見，家長認為

學校參與含測檢元素的計劃讓他們感到安心，亦增加他們與子女溝

通健康狀況的機會。就校方的角度而言，測檢部分對學生鞏固抗毒

決心有裨益，但學校並非期望通過測檢發現吸毒學生，而是向持份

者以至社區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大體上，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認同

有需要進行禁毒教育預防工作，但部分校長對是否採用校園測檢的

模式有所保留，並關注其自願參與性質未能幫助找出吸毒學生。 

 

活動部分 

 

26. 參與學校學生會參與到不同類型的活動，最多學生表示有參

加過的是禁毒或健康資訊講座（82.3%）、健康或體適能狀況調查

（74.0%）及健康生活教育展覽 / 攤位遊戲（63.1%）。參考未參與

學校學生的情況亦類近，有超過七成的學生表示有參與以上活動。

反映無論是參與學校或是未參與學校，學生的活動參與度都是理

想。 

 

27. 而綜合與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的訪談意見，由於參與「健康

校園計劃」，因此參與學校舉辦含抗毒主題的活動更具常規性和持

續性。負責同工亦會在各類活動裡加入有關毒品的知識以及吸毒禍

害的資料，藉以加強禁毒預防教育工作。 

 

28. 家長活動方面，家長的參與度不高。在參與學校方面，只有

15.2%的家長表示曾參與計劃的簡介會或其他宣傳抗毒訊息的活動。

不過，約有 36.1%的家長表示會願意抽空參與家長活動。較多低年

級的家長表示會抽空參加家長活動。願意抽空參加家長活動的中一

家長，比例更超過五成。 

 

29. 活動部分的執行過程方面，校方和機構均認為執行過程順

暢，能順利在學校推行抗毒預防活動。有 87.0%的校長表示會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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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或負責老師邀請學生參與活動。而超過七成的負責老師認為他

們在策劃、執行及管理計劃下不同活動的工作量合適。只有 11.9%

的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表示會經常調整抗毒預防活動執行計劃的內

容。 

 

30. 就活動方面的成效而言，超過七成的參與學校學生認同學校

舉辦以遠離毒品以及健康生活和價值觀為主題的活動足夠。有超過

一半的學生認同活動有助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鞏固遠離毒品的

決心、養成正面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生活習慣。比對未參與學校學

生的意見，超過六成的未參與學校學生認同學校舉辦以遠離毒品以

及健康生活和價值觀為主題的活動足夠，比參與學校學生的比例

低。超過六成的學生認同參與活動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加深

了解毒品的知識、豐富校園生活、有助與同學的相處、養成正面的

生活態度和培養多元興趣。 

 

31. 家長對活動成效的看法上，超過七成曾參與活動的參與學校

家長表示認同家長活動有助他們關注子女或自身健康，以及加強他

們對子女學校的信任。未參與學校家長的意見亦類似，超過七成曾

參與活動的家長表示活動加深自己對子女或自身健康的關注、加強

對子女學校的信任以及更了解如何處理子女的行為問題。 

 

整體成效 

 

32. 整體來說，超過七成的學生表示認同自己充分了解與毒品相

關的知識，超過八成的學生認為自己清楚吸毒的風險。 

 

33. 在拒絕朋友給予毒品方面（分數為一分至 10 分），超過五成

的學生認為非常容易拒絕吸食毒品（分數為 10 分），另有一成的學

生認為自己抗毒能力比較弱（分數為五分或以下）。在前測時，參

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學生的抗毒能力並沒有明顯差異。在後測時，

參與學校學生（尤其是中三和中四的學生）的抗毒能力有所增加，

而未參與學校學生則沒有變化。 

 

34. 在前後測時，均有 97.1%的學生表示絕對不會於未來兩年吸

食毒品，前測和後測之間沒有顯著變化，而較多參與學校學生表示

絕對不會於未來兩年吸食毒品。 

 

35. 學生的抗毒能力受多樣因素所影響。超過六成參與學校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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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表示參與活動有助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和鞏固遠離毒品的決

心，亦有超過六成參與學校的學生認同測檢部分有助增強抗毒能

力，包括有助加深了解驗毒過程、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有助

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等。在未參與學校方面，不少學生也有參與健

康教育活動，而同樣地亦有超過六成學生認同活動有助其抗毒能力

和知識的提升。 

 

36. 綜合資料所得，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活動種類和參與情

況相當接近。亦有未參與學校透過不同平台與參與學校交流分享，

聆聽有關參與計劃的經驗，這或許會形成溢出效應，使兩類學校在

抗毒預防教育上的模式進一步拉近。然而比對前測和後測的數據，

參與學校的學生比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在抗毒能力方面的升幅較多。 

 

37. 根據參與學校校方的意見，98.1%的校長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加

深了解毒品的知識及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96.3%的校長認

同計劃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建立校

園的無毒文化。96.4%的老師認同計劃有助建立校園的無毒文化，亦

有 94.5%的老師認為計劃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以及有助表

明學校抗毒的決心，與校長的意見類近。 

 

38. 大部分參與學校家長都認同計劃的成效。接近八成的家長認

同計劃在子女的學校建立抗毒文化、有助子女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和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39. 比對未參與學校家長，較多參與學校家長表示偶爾或經常會

與其子女討論毒品的禍害、教導子女如何拒絕朋友提供毒品，以及

提醒子女不要參加有機會接觸毒品的社交活動等。這反映參與學校

家長可能對青少年吸毒情況的警覺性較高，並且更可能會採取不同

預防措施防止子女接觸毒品。 

 

40. 根據非政府機構的意見，92.0%的負責同工認同計劃有助學生

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超過八成的負責同工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培養

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

息。 

 

41. 根據未參與學校持份者的意見，校長和老師亦認同計劃對學

生有正面效用。超過八成的校長認同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亦有 78.1%的校長認同計劃能讓學生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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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抗毒的訊息。超過九成的老師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

的知識和有助校內老師或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識。亦有 86.7%的老

師認為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42. 未參與學校的家長對計劃成效的觀感亦是正面。83.3%的家長

認為計劃會有助子女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接近八成認同計劃有助

子女學校建立抗毒的文化和有助子女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未來發展及優化建議 

 

43. 現時計劃主要分為測檢和活動部分，研究結果反映計劃有一

定的成效，尤其能提升學生的抗毒能力以及家長對預防子女吸毒的

意識。學校冀望有充足的資源為學生提供預防教育。因此，研究小

組建議當局可繼續推行計劃，但需優化計劃的設計，具體的建議如

下。 

 

推動學校參與 

 

44.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在日後進一步推展計劃時，應傳遞未參與

學校的家長和學生對計劃的支持態度，以釋除未參與學校的疑慮，

從而提高未參與學校的參與傾向。同時，當局宜鼓勵學校主動諮詢

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藉此讓更多持份者認識計劃。另外，當局可

考慮更詳細介紹執行計劃的實際運作和相關支援，並鼓勵學校向家

長闡明計劃的細節，讓家長清晰了解有關內容。 

 

45. 另外，為讓學校熟悉計劃執行情況和加強對持份者的宣傳，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允許學校在首次參與計劃的第一個學年彈性

選擇部分年級試行測檢部分，這樣亦可讓學校向家長和學生加強對

計劃的闡釋，有助加深他們對計劃的認識。在首年試行後，參與學

校才需將測檢部分推廣至全校實行。 

 

46. 研究小組亦建議當局考慮合適地將不同計劃書供其他機構參

考、設立平台或連繫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舉行分享交流會和聯校

活動，讓不同參與學校、非政府機構以及未參與學校交流資訊。 

 

計劃年期 

 

47. 鑑於持份者的持續參與有利於提升計劃的成效，因此研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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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建議當局可增加年期為三年的選擇，並鼓勵學校和非政府機構設

計更多具連續性和配合學生發展的活動。同時，當局可考慮允許學

校在計劃首年讓學生一次性地表達其參與測檢的意願。學生如不願

意繼續參與測檢，可向學校書面表示退出。 

 

計劃撥款 

 

48. 禁毒基金會會為學校提供一筆過撥款以配合計劃的執行，另

外亦會撥款予學校或夥拍的非政府機構進行測檢部分和活動部分。

根據持份者的意見，計劃的撥款安排主要應在人手聘用方面需要調

整。有關測檢部分的撥款，研究小組建議當局增加對政府化驗所的

支援。至於活動部分的撥款方面，研究小組除建議當局增加聘用人

手方面的資助外，亦建議當局增加活動部分的撥款，為學校和非政

府機構提供更充足的資源舉辦有利學生的活動。 

 

行政工作的細節 

 

49. 持份者均希望能簡化計劃的行政工作。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

慮優化執行計劃書的範本，以及提供填寫不同報告的指引或參考範

本，讓非政府機構或學校可作參考。 

 

處理和監督計劃的推行 

 

50.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安排或增加相關人手，以便加快處理

申請手續，以及可多安排相關人員到訪參觀計劃下的活動，從而提

高相關活動的認受性和個別活動的吸引度。 

 

提升測檢部分參與率 

 

51. 研究小組建議繼續保留計劃的測檢部分，鞏固先前取得的成

果。為提高參與率，研究小組建議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在推行計

劃時，可以考慮利用多種方式讓學生和家長更清楚了解測檢部分的

具體執行過程。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亦有需要向學生（尤其是低

年級學生）就參與計劃後的體驗和效用進行回顧和推廣。 

 

測檢部分細節調整 

 

52. 對於測檢部分的細節，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增加測檢抽樣

方面的彈性，例如更明確地訂明容許個別學校按參與人數和校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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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抽樣次數和比例，以減輕學生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進行測檢的

情況，從而提升學生繼續參與測檢的動力。這同時也可減少測檢與

學校其他活動相撞的情況。 

 

增加活動多樣性和互動性 

 

53. 鑑於持份者均認同現時活動部分的運作模式和成效，研究小

組建議保持活動設計的彈性。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宜繼續舉辦多樣化

的活動、設計更多新穎和互動性強的活動，並可考慮以不同方式收

集學生意見或讓學生參與設計活動，以維持活動吸引力和學生的參

與率。研究小組亦建議當局鼓勵學校推行聯校活動，包括與未參與

學校合辦活動，促進學校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分享和交流，將健康校

園文化向外推廣。 

 

提升家長活動的參與 

 

54. 研究結果顯示參與家長活動有利於提高健康意識和家長對學

校的信任。研究小組建議當局繼續鼓勵參與學校舉辦家長活動，並

提供資源支持有關活動。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宜考慮如何調適家

長活動的內容和時間安排，以吸引更多家長參加活動，更可建立良

好的家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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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 

 

 

1.1 背景 

 

1.1.1 1996 年 3 月，政府以 3.5 億元資本成立禁毒基金，透過投資

收入資助禁毒項目，鼓勵社會各界致力禁毒。禁毒基金由禁毒基金

會管理委員會管理。該管理委員會於 1996 年根據《公司條例》成

立。禁毒處負責為禁毒基金會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 

 

1.1.2 鑑於社區對青少年吸毒問題相當關注，行政長官於 2007 年

10 月在《施政報告》中宣佈委任律政司司長（撲滅罪行委員會副主

席）領導一個高層次跨部門專責小組（下稱“專責小組”），探討

如何打擊青少年毒品問題。翌年 11 月，專責小組發表「青少年毒品

問題專責小組報告」，彙報有關工作和各項建議，包括研究可行的

校本毒品測試計劃，以預防和遏止吸毒問題，及早為受毒品問題困

擾的青少年提供協助，鼓勵和引導他們尋求輔導或戒毒治療。 

 

1.1.3 2009 年 7 月，行政長官進一步制訂有關處理青少年毒品問題

的方向。其中一項主要策略是毒品測試，並於 2009/10 學年實行

「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下稱“試行計劃”）。政府亦委託

專業研究機構，在計劃進行的同時，全面評估計劃的設計、推行和

成效等。研究報告指出，是學年試行計劃推行順利，持份者反應正

面，亦提高了市民認知以助遏阻青少年吸毒趨勢，而且未有出現潛

在的負面影響。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驗毒不應被視作一服獨立的

靈丹妙藥，而應是推行「健康校園政策」3的全面計劃中，其中具預

防和阻嚇作用的關鍵部分。 

 

1.1.4 2010 年 5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向禁毒基金注資 30 億

元，以帶來更豐厚的資金，支持推行持續的禁毒工作。 

 

1.1.5 試行計劃在 2010/11 學年繼續於大埔區推行。相應的延續研

究再次確認計劃是有效的預防措施，能鞏固學生遠離毒品的決心，

有助建立無毒校園文化。報告建議測檢計劃可於大埔區以外的學校

推行，而計劃的目的應著眼於預防教育，透過包括多元化和具預防

性的禁毒活動及校園測檢，以全面的方式推行計劃。 

                                           
3
  教育局鼓勵學校於 2010/11 學年開始制訂包含禁毒元素的校本「健康校園政策」，並納入學

校的發展計劃和週年計劃，目標在於幫助學生達致生理上、心理上及社交上的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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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因應有關報告的建議，加上大埔區試行計劃所累積的經驗，

政府於 2011/12 學年開始向全港中學全面推廣「含測檢元素的健康

校園計劃」（下稱“「健康校園計劃」”或“計劃”）。該計劃是

以預防教育為主的校本計劃，並由禁毒基金撥款資助。計劃主要包

括兩部分：（ i）多元化的抗毒預防活動（下稱“抗毒預防活

動”）；及（ii）自願參與的校園測檢（下稱“測檢”）。其主要目

的是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加強

他們的抗逆能力、鞏固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以及觸發吸食毒品學

生的戒毒和求助動機。「健康校園計劃」的參與對象除了是學生

外，亦包括校長、老師及家長。 

 

1.1.7 擬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學校可夥拍非政府機構合作，根

據校本需要及發展而設計活動內容，然後制定計劃書向禁毒基金會

逐年提交申請。抗毒預防活動可以涵蓋校內外的課外活動，或整合

於課程內容之中。多間擬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學校亦可以群組

形式逐年提交申請。自 2013/14 學年起，「健康校園計劃」放寬參

與計劃年期，讓學校可按個別需要而提交一年期或兩年期的申請。 

 

1.1.8 參與學校由 2011/12 學年的 43 間增加至 2015/16 學年的

92 間。有關參與學校與其夥拍的非政府機構所推行的計劃及「健康

校 園 計 劃 」 的 運 作 詳 情 可 參 閱 禁 毒 處 網 頁

（http://www.nd.gov.hk/tc/HSP.htm）。 

 

1.1.9 有見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學校按年增加、學校的實踐經

驗有所累積，及抗毒預防活動的種類和目標亦越來越多元化等趨

勢，禁毒基金會委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下稱“研究小組”）於

2015/16 學年就計劃進行一項全面的獨立評估研究（下稱“研

究”），以期了解計劃成效，並就如何進一步推展和優化計劃提出

建議。 

 

 

1.2 報告的內容編排 

  

1.2.1 是次報告的內容共有九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前言，主要介紹

研究的背景及報告的內容編排。 

 

1.2.2 第二部分為研究方法，將說明是次研究的目的、研究範圍、

相關的概念及定義、研究的涵蓋對象、量性及質性研究的設計。 

 

http://www.nd.gov.hk/tc/HS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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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第三部分為研究的回應情況，將總結參與是次研究的不同持

份者的人數和回應率。 

 

1.2.4 第四部分為對「健康校園計劃」的推展情況的分析，將展示

各持份者對計劃的了解程度及途徑、對計劃的支持程度，以及從學

校層面討論學校考慮是否參與計劃的因素。 

 

1.2.5 第五部分為測檢部分的分析，將綜合各持份者對測檢部分的

意見，主要集中分析測檢部分的參與情況和學生與家長考慮是否參

與測檢的因素、評估測檢的流程和執行細節，以及分析測檢部分的

成效等。本部分會透過不同持份者和學校類型的對比，了解當中有

何差別以及其潛在原因，從而進一步探討測檢部分的改善空間。 

 

1.2.6 第六部分為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分析，將綜合各持份者對抗

毒預防活動部分的意見，主要集中分析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參與情

況、執行過程和活動成效等。本部分亦會透過不同持份者和學校類

型的對比，了解當中有何差別以及其潛在原因，從而進一步探討抗

毒預防活動部分的改善空間。 

 

1.2.7 第七部分為計劃整體成效的分析，將在第五和第六部分的基

礎上，進一步探討計劃對學生的影響，包括學生的抗毒能力及決

心、其他健康行為習慣和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持份者對計劃整體成

效的意見等。 

 

1.2.8 第八部分為計劃未來發展及優化建議的報告。本部分將從測

檢部分、活動部分和整體計劃三個角度出發，探討該計劃可優化的

地方，以及如何提升計劃成效。 

 

1.2.9 第九部分為附錄一至三。附錄一詳述量性研究的樣本抽選方

法、學生問卷配對前後測的設計詳情，以及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

附錄二載有是次研究的問卷樣本。附錄三說明是次研究的限制。 

 

 

1.3 致謝 

 

1.3.1 研究有賴各持份者提供寶貴意見，就此表示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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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2.1.1 研究小組期望透過是次研究達到以下兩項主要目的︰（i）藉

著全面評估了解現時「健康校園計劃」的推行過程及成效；及（ii）

根據評估結果，針對計劃的持續發展或不足之處提出優化建議，務

求計劃能與時並進及提升校園預防禁毒教育的效能。 

 

 

2.2 研究範圍 

 

2.2.1 研究範圍的設立有助提供明確研究細節，以達致上述目的。

就現時「健康校園計劃」的內容，研究將集中探究下列數個較重要

的範圍。 

 

個人層面 

 

2.2.2 第一，參與學校的學生與其家長對「健康校園計劃」的測檢

部分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認知是否足夠。 

 

2.2.3 第二，參與學校的學生與其家長會以什麼因素考慮是否參與

「健康校園計劃」的測檢部分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 

 

2.2.4 第三，參與學校的學生在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測檢部分

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後，自我抗毒能力有否提升。 

 

2.2.5 第四，參與學校的學生在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測檢部分

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後，他們的健康相關行為以及與他人的關係有

否轉變。 

 

2.2.6 第五，參與學校及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家長、校長及老師對

計劃的認知或看法有何異同之處。 

 

學校層面 

 

2.2.7 第六，計劃是否有助參與學校建立校園無毒文化，並達到校

園預防禁毒教育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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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概念及定義 

 

2.3.1 是次研究涉及的主要名詞採用了以下的定義： 

 

2.3.2 「健康校園計劃」是指「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劃」，為

禁毒基金其中一項資助計劃。這項以預防教育為主的校本計劃主要

包括兩部分：（i）多元化的抗毒預防活動；及（ii）自願參與的校

園測檢。 

 

2.3.3 「參與學校」是指曾經參與或於 2015/16 學年參與「健康校

園計劃」的中學。 

 

2.3.4 「未參與學校」是指由計劃開展以來直至 2015/16 學年，未

曾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中學。 

 

2.3.5 「非政府機構」是指於 2015/16 學年為參與學校提供抗毒預

防活動或校園測檢服務的社福機構。 

 

2.3.6 「負責老師」是指於 2015/16 學年在參與學校內負責「健康

校園計劃」的老師或在未參與學校內負責德育、訓導或健康教育的

老師。 

 

2.3.7 「負責社工」是指於 2015/16 學年負責「健康校園計劃」測

檢部分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非政府機構社工。 

 

2.3.8 「負責同工」是指於 2015/16 學年負責「健康校園計劃」測

檢部分或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非政府機構督導人員、前線社工、活

動助理和醫護人員。 

 

2.3.9 「駐校社工」是指一般於校內為學生就學業、家庭及個人成

長等問題作輔導的社工。 

 

2.3.10 「學校參與年期」是指中學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累積年

數。 

 

 

2.4 研究的涵蓋對象 

 

2.4.1 研究的組織對象包括學校、非政府機構及政府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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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研究的個人對象包括上述學校的校長、負責老師、家長和學

生、上述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以及政府化驗所負責測檢的人員。 

 

 

2.5 量性及質性研究 

 

2.5.1 是次研究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之間進行。為全面和

深入了解「健康校園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研究小組透過量性

研究和質性研究兩方面蒐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量性研究 

 

2.5.2 量性研究是以自我填寫問卷模式分階段蒐集各持份者的意

見，問卷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問卷共分為五類，包括學生問卷

（分為前測及後測兩份）、家長問卷、校長問卷、老師問卷以及由

非政府機構內負責「健康校園計劃」的同工填寫的機構問卷。抽選

樣本的方法載於附錄一，而問卷範本則載於附錄二。 

 

2.5.3 由於參與學校與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家長、校長及老師對該

計劃的了解深入程度有別，上述持份者的問卷會分為參與學校適用

與未參與學校適用，問卷內容稍有不同。 

 

學生問卷 

 

2.5.4 學生問卷採用了配對前後測設計去觀察學生的前後變化。通

過配對學生的個人資料，分析和比較同一批學生在計劃初期和後期

的變化，詳情載於附錄一。 

 

2.5.5 前測學生問卷的內容主要包括︰（i）對「健康校園計劃」的

理解和參與情況（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i）對「健康校園計劃」

測檢部分細節的意見及考慮是否參與測檢的因素；（iii）接受抗毒

預防教育的其他途徑；以及（iv）個人生活態度和習慣、抗毒能力

等。 

 

2.5.6 後測學生問卷保留了前測學生問卷的部分內容，包括︰（i）

對「健康校園計劃」的理解和參與情況（只適用於參與學校）；及

（ii）個人生活態度和習慣、抗毒能力等。此外，後測學生問卷亦包

含學生參與抗毒預防活動的情況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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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問卷 

 

2.5.7 家長問卷的內容主要包括︰（i）家長對子女參與「健康校園

計劃」的理解、考慮因素及成效；（ii）家長對「健康校園計劃」的

活動安排的意見；（iii）家長對一般抗毒預防活動的意見；以及

（iv）與子女的關係。 

 

校長問卷 

 

2.5.8 為了解學校在推行「健康校園計劃」或健康及抗毒預防教育

上的實際運作以及學校對「健康校園計劃」的理解及意見，研究小

組透過校長問卷蒐集相關資料。問卷內容主要包括︰（i）「健康校

園計劃」的參與情況（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i）在推廣該計劃的

過程中所採用的措施或安排（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ii）就該計

劃分配人手及資源的情況（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v）校方考慮

是否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因素；（v）對學校的描述；（vi）

「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效；以及（vii）就該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老師問卷 

 

2.5.9 研究小組亦透過老師問卷從另一角度了解學校在推行「健康

校園計劃」或健康及抗毒預防活動上的實際運作以及學校對「健康

校園計劃」的理解及意見。問卷內容主要包括︰（i）「健康校園計

劃」帶來的工作量（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i）推行該計劃時遇到

的情況（只適用於參與學校）；（iii）「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效；

以及（iv）對該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機構問卷 

 

2.5.10 研究小組藉著機構問卷，從相關非政府機構內負責不同崗位

的人員（如督導人員、前線社工等）去了解「健康校園計劃」的推

行情況。問卷主要內容包括︰（i）「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效及運作

情況；（ii）就「健康校園計劃」的未來發展的建議；以及（iii）機

構的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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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局限 

 

2.5.11 研究有機會存在抽樣誤差及非抽樣誤差（即無回應誤差、回

應誤差及處理資料時人為的誤差等）。就此，研究已在問卷設計及

整個流程上採取相應措施，盡量減低產生誤差的機會率以確保研究

的可信性。 

 

數字進位 

 

2.5.12 由於進位關係，統計圖表內個別項目加起來的總和可能與總

數略有出入。 

 

質性研究 

 

2.5.13 質性研究是以面談或聚焦小組討論模式進行。研究小組邀請

了部分校長、負責老師、家長和學生、以及相關非政府機構的督導

人員和負責社工，以及政府化驗所有關人員進行面談或聚焦小組討

論。 

 

2.5.14 研究小組會將蒐集所得的質性資料與量性資料整合，從而較

全面地了解不同持份者對計劃的意見。 

 

參與學校校長和負責老師 

 

2.5.15 研究小組期望從學校角度回顧學校實行計劃的情況以及對計

劃未來的展望，因此與參與學校校長和負責老師的訪談，主要討論

以下項目：（i）學校考慮是否參與計劃的因素；（ii）學生參與

「健康校園計劃」的情況以及其他持份者對計劃的反應；（iii）學

校實行計劃的細節，包括進行測檢的具體流程、舉辦抗毒預防活動

的情況以及所遇到的困難；（iv）「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效；以及

（v）對該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參與學校學生和家長 

 

2.5.16 研究小組主要與學生和家長討論以下項目：（i）參與測檢的

情況以及考慮因素；（ii）參與抗毒預防活動的情況；（iii）對參與

「健康校園計劃」的期望以及其成效的意見；（iv）對該計劃未來

的優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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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校長、負責老師和家長 

 

2.5.17 研究小組亦邀請部分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負責德育、訓導或

健康教育的老師和家長進行面談，探討未參與學校不同持份者對

「健康校園計劃」的認識和意見，以及未參與學校現時舉辦的健康

校園活動的情況。討論的內容主要包括：（i）對「健康校園計劃」

的了解；（ii）考慮會否參與該計劃的因素；（iii）對「健康校園計

劃」成效的觀感；（iv）現時學校推行相關的健康校園活動的情

況；（v）對「健康校園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非政府機構 

 

2.5.18 研究小組邀請了負責「健康校園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督導人

員、負責進行校園測檢的「校外專責隊伍」，以及負責舉辦抗毒預

防活動的社工進行訪談。討論內容主要包括：（i）非政府機構進行

測檢和/或舉辦抗毒預防活動部分的策劃過程、執行細節以及遇到的

困難；（ii）參與學校不同持份者對「健康校園計劃」的反應；

（iii）非政府機構的角色和工作；（iv）非政府機構與學校間的聯繫

和合作；（v）就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的資源運用情況；（vi）

「健康校園計劃」的成效；以及（vii）對該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政府化驗所有關人員 
 

2.5.19 研究小組透過與政府化驗所有關人員的訪談，了解以下事

項：（i）現時有關驗毒的技術；（ii）政府化驗所的角色和工作；

（iii）對該計劃未來的優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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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研究的回應情況 
 

 

3.1   量性研究 
 

預試調查 

 

3.1.1 在進行正式調查前，研究小組邀請了一間參與學校4的 205 位

學生及其家長填寫預試調查問卷，一共收回 192 份學生問卷和 172

份家長問卷。進行預試調查是為測試問卷調查的流程，以及優化問

卷設計。由於問卷內容有別於正式調查，因此從預試調查所得的數

據並未納入是次研究的分析內。 
 

正式調查 

 

3.1.2 至於各類正式問卷調查的回應情況如下： 

 

學生問卷 
  

3.1.3 研究小組邀請了 49 間參與學校合共 18,338 位學生，以及 51

間未參與學校合共 8,389 位學生填寫前測的學生問卷。在參與學校

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15,888 份有效的學生問卷，回應率為 86.6%。

而在未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7,847 份有效的學生問卷，回

應率為 93.5%。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收回的前測學生問卷數

目如下（表 3.1）： 

 
表 3.1 前測的學生問卷數目（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 

 參與學校  未參與學校 

年級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中一 2,846 2,498 15.7  1,446 1,349 17.2 

中二 2,914 2,620 16.5  1,454 1,384 17.6 

中三 3,152 2,753 17.3  1,556 1,457 18.6 

中四 3,222 2,856 18.0  1,482 1,414 18.0 

中五 3,206 2,597 16.3  1,420 1,331 17.0 

中六 2,998 2,564 16.1  1,031 912 11.6 

合計 18,338 15,888 100.0  8,389 7,847 100.0 

註： 數目不包括預試調查學校的學生問卷數目。 

                                           
4
  研究小組共邀請了 70 間參與計劃超過一年的學校參與是次研究。就學生問卷調查 

部分，有一間學校同意參加預試調查，另有 49間學校同意讓學生參與正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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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研究小組按原定的抽樣方法在相距約三個月後邀請同一批學

校已參與正式前測學生問卷以及預試問卷調查的學生填寫後測學生

問卷。可是，有三間參與學校及 13 間未參與學校表示因個別原因未

能繼續參與後測學生問卷調查。此外，由於中六學生於進行後測學

生問卷調查時期已離校赴考公開試，該批學生亦未能繼續參與後測

學生問卷調查。另外，有四間參與學校表示只可參與後測學生問卷

調查，但未能參與家長問卷調查部分。 

 

3.1.5 研究小組在繼續參與研究的 47 間參與學校及 38 間未參與學

校中，分別邀請 14,326 位及 5,565 位學生填寫後測的學生問卷。在

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12,934 份有效的學生問卷，回應率為

90.3%。而在未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收回 5,378 份有效的學生問

卷，回應率為 96.6%。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收回的後測學生

問卷數目如下（表 3.2）： 

 
表 3.2 後測的學生問卷數目（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 

 參與學校  未參與學校 

年級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中一 2,776 2,399 18.5  1,065 1,046 19.4 

中二 2,808 2,500 19.3  1,110 1,075 20.0 

中三 2,905 2,765 21.4  1,184 1,120 20.8 

中四 2,984 2,815 21.8  1,126 1,109 20.6 

中五 2,853 2,455 19.0  1,080 1,028 19.1 

合計 14,326 12,934 100.0  5,565 5,378 100.0 

註： 數目包括預試調查學校的學生問卷數目。 

 

3.1.6 學生問卷採用了配對前後測設計。因此，研究小組在收回前

測及後測的學生問卷後，根據學生提供的個人資料（包括出生日

期、年級、班別和性別）進行配對。在參與學校方面，共有 9,328

份5後測學生問卷能被成功配對。而未參與學校方面，則有 4,037 份

後測學生問卷能被成功配對。成功配對率分別為 73.0%及 75.1%

（表 3.3）。未能成功配對的主要原因包括（i）學生在前測和/或後

測問卷內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有誤；（ii）同一班級內有提供相同資

料的學生；以及（iii）學生只填寫前測或後測其中一次的問卷。 

                                           
5
  由於參與預試問卷調查的學生所填寫的前測學生問卷與其他學生的前測學生問卷在內容上有

差異，故此研究小組沒有為參與預試問卷調查的學生所交回的 164 份後測學生問卷進行配

對。有關的數字亦不包括在成功配對率的計算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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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配對的學生問卷數目（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 

  參與學校   未參與學校 

年級 收回(份) 百分比(%)   收回(份) 百分比(%) 

中一 1,910 20.5 
 

822 20.4 

中二 1,850 19.8 
 

826 20.5 

中三 1,961 21.0 
 

808 20.0 

中四 1,865 20.0 
 

803 19.9 

中五 1,742 18.7   778 19.3 

合計 9,328 100.0   4,037 100.0 

註： 數目不包括預試調查學校的學生問卷數目。 

 

家長問卷 

 

3.1.7 在參與前測學生問卷調查的 49 間參與學校和 51 間未參與學

校中，共有 42 間參與學校及 38 間未參與學校同意進行家長問卷調

查。另一方面，由於進行家長問卷調查時，中六學生已離校赴考公

開試，他們的家長亦未有參與研究。研究小組分別向 42 間參與學校

及 38間未參與學校，發出 12,860份和 5,565份家長問卷。 

 

3.1.8 研究小組從參與學校收回 9,055 份家長問卷，而從未參與學

校則收回 4,264 份家長問卷，當中無重覆性問卷（即沒有家長表示

有多於一名子女同時被抽選進行學生問卷調查，因而需要把家長問

卷留空並指出為重覆性問卷）。假設無交回的問卷亦非重覆性問

卷，回應率分別為 70.4%及 76.6%。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收

回的有效家長問卷數目如下（表 3.4）： 

 
表 3.4 家長問卷的數目（按學校類別及不同年級劃分） 

 參與學校  未參與學校 

年級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發送(份) 收回(份) 百分比(%) 

中一 2,506 1,854 20.5  1,065 892 20.9 

中二 2,527 1,763 19.5  1,110 903 21.2 

中三 2,608 1,861 20.6  1,184 893 20.9 

中四 2,664 1,900 21.0  1,126 808 18.9 

中五 2,555 1,677 18.5  1,080 768 18.0 

合計 12,860 9,055 100.0  5,565 4,264 100.0 

註：       數目不包括預試調查學校的家長問卷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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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問卷 

 

3.1.9 研究小組共邀請 70 位參與學校校長及 51 位未參與學校校長

填寫校長問卷。參與學校及未參與學校校長分別交回 54 份及 32 份

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77.1%及 62.7%。 

 

老師問卷 

 

3.1.10 研究小組共邀請 70 位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及 51 位未參與學校

負責老師填寫老師問卷。參與學校及未參與學校老師分別交回 55 份

及 30份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78.6%及 58.8%。 

 

機構問卷 

 

3.1.11 研究小組邀請了 22 間非政府機構服務點的負責同工填寫機構

問卷，共有 16 間非政府機構填妥並交回 50 份問卷。在收回的機構

問卷中，有九間非政府機構同時提供多元化校園活動和校園測檢，

有六間非政府機構只提供校園活動，另有一間非政府機構只提供校

園測檢。按負責同工的職位類別和職責範圍來說，共有 20 位同工表

示他們同時負責提供校園測檢和多元化活動，22 位表示只提供多元

化校園活動，餘下八位表示只提供校園測檢，詳情見表 3.5。 

 
表 3.5 機構問卷的數目（按職位類別及職責範圍劃分） 

 督導人員  前線社工  活動助理  醫護人員  

職責範圍 收回(份)  收回(份)  收回(份)  收回(份) 合計 

負責抗毒預防活動及

測檢 
2  14  1  3 20 

僅負責抗毒預防活動 5  16  1  0 22 

僅負責測檢 1  4  1  2 8 

合計 8  34  3  5 50 

註：      鑒於並非所有非政府機構有回應負責計劃員工的總數，故未能計算相關回應率。 
 

 

3.2 質性研究 

 

3.2.1 為深入了解不同持份者的意見，研究小組到訪多間不同   

（例如不同地區、不同學校參與年期等）的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

校，與校長進行面談。小組同時邀請負責老師進行面談或聚焦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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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亦透過學校安排家長和學生進行聚焦小組討論。 

 

3.2.2 在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小組共訪問了 18 位校長、20 位負責

老師、八位家長及 36 位學生。而在未參與學校方面，研究共訪問了

10位校長、16位負責老師及兩位家長。 

 

3.2.3 研究亦訪問了其他人仕，包括推行校園測檢的九間非政府機

構的督導人員和負責社工、推行抗毒預防活動的 16 間非政府機構的

督導人員和負責社工，以及三位負責處理從校園測檢所得樣本的政

府化驗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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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健康校園計劃」的推展情況 

 

 

4.1 概述 

 

4.1.1 政府自 2011/12 學年起，鼓勵全港中學推行「健康校園計

劃」。於 2015/16 學年，共有 92 所中學參與計劃，佔全港中學約五

分之一。由於「健康校園計劃」是一個自願性參與的校本計劃，研

究小組會在本部分比對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不同持份者對計劃

的認識程度，認識計劃的途徑和他們對計劃的支持程度，從而探討

計劃的推展情況以及應否和如何進一步推進計劃。 

 

 

4.2 對「健康校園計劃」的了解程度及途徑 

 

4.2.1 現時，禁毒處會提供有關「健康校園計劃」的參考資料（如

宣傳短片、單張和校園測檢的參考計劃守則等）予學校，讓他們了

解該計劃推行的理念、內容和方式。有關資料亦上載於禁毒處的網

頁。 

 

4.2.2 此外，禁毒處會定期舉辦簡介會，向有意了解計劃詳情的學

校介紹內容，以及分享該計劃的實踐經驗。禁毒處亦會不時與辦學

團體的人員、中學校長和老師、家長等不同持份者接觸，介紹計劃

內容和提供有關的參考資料。 

 

參與學校 

 

推廣方式 

 

4.2.3 參與學校會透過不同方式向教職員、家長和學生介紹計劃。

根據校長問卷調查結果，88.9%的校長表示有親自向學生介紹計劃詳

情，但班主任相對較少負責向學生介紹計劃詳情（僅 29.6%），反

映現時介紹和推廣計劃的角色主要落在校長身上，而班主任或負責

老師則較多擔任協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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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參與學校推廣計劃的方式 

 校長回應 

推廣方式 數目(份) 有採用(%) 

校長親自向學生介紹計劃詳情  88.9 

校長/負責老師親自向其他老師/班主任解釋計劃詳情  74.1 

於布告欄張貼計劃內容及相關活動的資訊  37.0 

班主任親自向學生介紹計劃詳情  29.6 

經電郵發放計劃內容及相關活動的資訊予學生  16.7 

其他措施或安排  9.3 

 

4.2.4 綜合與多位校長訪談的意見，參與學校會在推廣計劃時傳遞

出幾個主要信息：（i）鼓勵學生向自己作出遠離毒品的承諾，強調

校方對學生的信任；（ii）說明計劃的成效，尤其是學生參與計劃對

社會的影響，譬如向社會傳遞出青少年有決心拒絕毒品的信息等；

（iii）強化學校與學生以及家長的互信關係；以及（iv）強調校園測

檢為自願性參與的原則。 

 

4.2.5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有 55.2%的學生表示學校有利用政

府的宣傳單張作為輔助資訊，亦有 47.3%的學生表示學校會播放有

關的宣傳短片。中一學生（58.8%）比其他年級學生（38.7%至

50.4%）較多表示校方有利用政府的宣傳短片。 

 

4.2.6 根據與校長的訪談得知，除了讓學生了解計劃詳情，參與學

校亦會舉辦簡介會向家長介紹該計劃，以及派發通告或參考計劃守

則讓家長參閱。 

 

認識程度 

 

4.2.7 就對計劃的了解程度方面，82.6%的學生於問卷中表示明白參

與「健康校園計劃」的目的，亦有 71.1%的學生認為學校有提供足

夠的計劃詳情。然而，認為學校有提供足夠的計劃詳情的比例隨着

年級的增加而遞減。有 79.9%的中一學生認為學校有提供足夠的計

劃詳情，而該比例比中二至中六的學生明顯為高（詳情見表 4.2 和

表 4.3）。 

 

4.2.8 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家長認為他和他的子女明白

參與計劃的目的以及子女的學校有提供足夠的計劃詳情，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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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及 85.5%。另外，較多低年級的家長表示明白參與計劃的目的

和認為子女的學校有提供足夠的計劃詳情，與學生部分的結果相

似。 

 
表 4.2 參與學校持份者明白計劃目的的比例（按持份者及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明白

(%) 

不明白

(%) 

無回應

(%) 
 

數目 

(份) 

明白

(%) 

不明白

(%) 

無回應

(%) 

中一 2,498 85.9 13.6 0.4  1,854 92.8 6.0 1.2 

中二 2,620 79.2 20.2 0.6  1,763 91.3 6.7 1.9 

中三 2,753 82.5 17.0 0.5  1,861 91.0 7.6 1.4 

中四 2,856 82.6 16.9 0.5  1,900 91.4 7.1 1.6 

中五 2,597 83.1 16.4 0.5  1,677 89.0 9.6 1.4 

中六 2,564 82.4 17.2 0.4  - - - - 

合計 15,888 82.6 16.9 0.5  9,055 91.1 7.4 1.5 

註： 學生回應的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目。 

 
表 4.3 對參與學校提供足夠計劃詳情的意見（按持份者及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足夠 

(%) 

不足夠 

(%) 

無回應
(%) 

 
數目 

 (份) 

足夠 

(%) 

不足夠 

(%) 

無回應 

(%) 

中一 2,498 79.9 19.5 0.7  1,854 88.1 10.0 1.8 

中二 2,620 73.9 25.4 0.7  1,763 85.8 11.9 2.3 

中三 2,753 72.4 27.0 0.6  1,861 85.3 12.8 1.9 

中四 2,856 70.6 28.7 0.6  1,900 84.5 13.1 2.4 

中五 2,597 67.7 31.6 0.7  1,677 83.4 14.5 2.1 

中六 2,564 62.2 37.2 0.5  - - - - 

合計 15,888 71.1 28.3 0.6  9,055 85.5 12.4 2.1 

註： 學生回應的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目。 

 

4.2.9 出現年級差異的原因與學校採取的宣傳方式有關。從與參與

學校各持份者的訪談得知，參與學校通常會將宣傳對象集中在中一

新生及其家長上。校方會於學生入學時向新生及其家長介紹計劃，

並由校長、負責老師以及非政府機構合作進行推廣工作。進行方式

包括透過校長解釋計劃理念和目的、宣讀校園測檢守則、播放宣傳

短片、派發宣傳單張以及參與計劃守則等。校長亦會在早會或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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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全校師生宣讀計劃詳情。部分參與學校也會透過家教會讓家長

了解更多計劃的相關資訊。 

 

4.2.10 不論參與學校採取何種推廣方式，研究小組從與其他持份者

的訪談得知，校方在介紹計劃時的積極性比其採取的推廣方式更具

影響力。有非政府機構負責社工表示，校方若非常積極地介紹「健

康校園計劃」，可有助學生和家長認同該計劃。事實上，有家長表

示當他們透過學校舉辦的家長講座了解到計劃的詳情和其正面成

效，便會基於對學校的信任而決定讓子女參加計劃，並不會花太多

時間從「參與測檢同意書」或其他文件了解細節。 

 

4.2.11 至於學生方面，雖然大部分學生表示明白參與計劃的目的及

認為學校有提供足夠的計劃詳情，但相比於傳統的講座形式，一些

新穎的宣傳模式會更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有學生在訪談中表示，

他們更希望學校能以一些較新穎的形式去發放該計劃的資訊，例如

以視頻短片進行介紹等，好讓學生在過程中更容易了解計劃細節。 

 

未參與學校 

 

4.2.12 研究小組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各持份者對計劃的淺層認識程

度，即其有否聽過該計劃。所有回應問卷的未參與學校的校長和老

師均表示曾聽過「健康校園計劃」。當中，更有 62.5%的校長和

56.7%的老師表示曾參與由禁毒處舉辦的簡介會，反映出多於半數的

未參與學校校長和老師願意更深入了解計劃。 

 

4.2.13 部分校長和老師在訪談中亦表示曾在區內的校長會或訓輔人

員會等地區組織的會議上聽過禁毒處介紹該計劃，亦曾有參與學校

的校長在簡介會分享他們推行該計劃的經驗。校長和老師也透過教

育局和禁毒處發出的邀請信知悉計劃的詳情。由此可見，「健康校

園計劃」的推廣有一定程度的廣泛性，並不限於參與學校。 

 

4.2.14 作為學校的決策者，校長對「健康校園計劃」的認識會較深

入。從與未參與學校的校長和老師的訪談得知，大部分校長由政府

開始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甚至早於推行「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

計劃」時，已關注計劃的發展。他們不但了解推行計劃的目的和理

念，亦對計劃執行細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關注計劃的成效和影

響。至於老師方面，他們對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的背景有一定的

了解，一般亦認識計劃包含測檢和抗毒預防活動兩部分，並知道相

關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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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家長和學生對計劃的認識則未如校長和老師深入。只有

53.3%的家長表示曾聽過「健康校園計劃」，更只有 36.7%的學生表

示曾聽過計劃。有老師在訪談中亦曾提及學生對「健康校園計劃」

的認識比較有限。若學校所屬地區有較多參與計劃的學校，學生可

能會有較多機會認識計劃。 

 

 

4.3 對「健康校園計劃」的支持程度 

 

4.3.1 作為一個校本計劃，各持份者的支持對計劃的推展、執行和

成效可能存在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小組會在此部分探討不同持

份者對學校參與計劃的取態，從而探討計劃的未來方向。 

 

參與學校 

 

校長意見 

 

4.3.2 綜合校長問卷的結果，大部分辦學團體、老師及家長均支持

學校參與「健康校園計劃」，支持百分比分別達 98.1%、98.1%及

92.6%。學生及校友對計劃表示支持百分比分別亦有 79.6%及

59.3%。  

 
表 4.4 參與學校的校長對持份者支持學校參與計劃的評估 

 校長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 

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  98.1 0.0 1.9 

老師  98.1 0.0 1.9 

家長  92.6 0.0 7.4 

學生  79.6 1.9 18.5 

校友  59.3 0.0 40.7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4.3.3 根據與校長的訪談得知，在計劃推行以來，各持份者普遍支

持計劃，大部分家長和學生的反應亦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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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意見 

 

4.3.4 在問卷回應中，超過九成的負責老師認為負責老師和校長宣

傳計劃的積極程度是足夠的，分別亦有 89.1%及 74.5%的老師認為

學生積極參與抗毒預防活動和參與測檢。但只有 41.8%的老師認為

家長參與抗毒預防活動的積極程度是足夠。 

 
表 4.5 參與學校持份者的積極程度 

  負責老師回應 

 

推廣或參與計劃的情況 

數目 

 (份) 

足夠 

(%) 

不足夠 

(%) 

無法判斷 

(%) 

負責老師宣傳此計劃  94.5 1.8 3.6 

校長宣傳此計劃  92.7 1.8 5.5 

學生參與多元化抗毒預防活動  89.1 7.3 3.6 

學生參與自願的測檢部分  74.5 18.2 7.3 

不同組別的老師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抗

毒預防活動 
 70.9 3.6 25.5 

不同組別的老師參與為老師舉辦的多元

化抗毒預防活動 
 69.1 7.3 23.6 

班主任鼓勵學生參與自願的測檢部分  61.8 5.5 32.7 

家長參與為家長舉辦的多元化抗毒預防

活動 
 41.8 34.5 23.6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 

 

4.3.5 根據與老師的訪談，參與學校的老師普遍支持計劃。他們認

同學校參與計劃會為學生帶來裨益，而學校亦可以運用資源為學生

舉辦更多適切的活動。同時，老師認為現時計劃的測檢部分和活動

部分所需的工作量合適，學校參與計劃甚至可以減輕老師一些與籌

備活動有關的行政工作，使他們可更專注於教學。 

 

家長和學生意見 

 

4.3.6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家長對學校參與計劃的取態是正

面的，當中有 83.4%的家長表示希望學校可以繼續推行計劃。從質

性訪談亦得知，家長希望子女能通過計劃鞏固自身的抗毒決心，以

及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和積極的態度。而根據與學生的訪談，參與

學校的學生對學校參與計劃大都沒有特別意見。 

 

55 



    

31 

 

未參與學校 

 

校長意見 

 

4.3.7 相比於參與學校的校長，較低比例的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認為

持份者支持學校參與計劃。在問卷回應中，有 43.8%的校長認為老

師支持學校參與計劃。另外，有超過三成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表示，

由於校方未曾進行相關討論而不清楚學生和家長的意向。只有

40.6%的校長表示家長支持學校參與計劃，而表示學生支持學校參與

計劃的校長更只有 21.9%。若只計算有意向部分，各持份者傾向支

持學校參與計劃。 

 
表 4.6 未參與學校的校長對持份者支持學校參與計劃的評估 

 校長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 

不清楚，並未 

進行過相關討論 

(%) 

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  37.5 9.4 34.4 18.8 

老師  43.8 21.9 21.9 12.5 

家長  40.6 6.3 18.8 34.4 

學生  21.9 9.4 31.3 37.5 

校友  25.0 0.0 28.1 46.9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4.3.8 有校長在訪談中表示，校方會擔憂參與計劃可能會對校譽造

成影響，尤其擔心家長對學校參與計劃的看法。此外，有校長認

為，如果區內參與計劃的學校數目較少，校方會較擔心參與到計劃

可能影響他人對學校的觀感。 

 

老師意見 

 

4.3.9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有 66.7%的老師表示會支持學校參

與「健康校園計劃」。而從訪談得知，老師對學校是否參與計劃各

有不同看法。部分老師表示認同參與計劃的效用，並認為計劃的資

助可讓學校舉辦一些適切的健康校園活動，為學生帶來益處。不

過，也有一些老師表示對校園測檢部分有保留，另有老師表示擔心

學校參與計劃會增加老師的工作量，亦有老師表示在意家長對學校

參與計劃的觀感，與校長的看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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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意見 

 

4.3.10 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對學校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的取態是正

面的。有 60.4%的學生表示希望學校推行計劃。當中，多達 69.7%

的中一學生希望學校推行該計劃，比中二至中五的學生為多（56.1%

至 60.0%）。 

 

家長意見 

 

4.3.11 未參與學校的家長對學校推行「健康校園計劃」亦表示支

持。有 82.3%的家長表示支持其子女的學校推行計劃。與學生問卷

結果類似，有 88.1%的中一學生的家長表示支持學校推行計劃，比

中二至中五學生的家長為多（79.4%至 85.6%）。 

 

4.3.12 比較校長與學生和家長在回應上的差異，主要原因是不少未

參與學校未曾正式與不同持份者進行討論，因而未能充分了解學生

和家長是否支持學校參與計劃。 

 

 

4.4 學校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考慮因素 

 

4.4.1 除了對計劃的了解以及不同持份者對學校參與計劃的支持

度，學校在決定是否參與計劃時相信亦有許多考慮因素。就此，研

究小組會從學校層面比對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在考慮會否參與計

劃的各項重要因素。  

 

參與學校 

 

4.4.2 根據校長問卷調查結果，參與學校最為認同的考慮因素是對

學生健康生活的影響、持份者的意見以及計劃是否有助建立無毒校

園文化，詳情見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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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參與學校考慮參與計劃的因素 

 校長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對學生健康生活的影響  100.0 0.0 0.0 

持份者的意見  96.1 0.0 3.8 

計劃是否有助建立無毒校園文化  96.1 0.0 3.8 

為計劃設計多元化校園活動上的彈性  94.3 1.9 3.8 

使用撥款上的彈性  94.2 5.8 0.0 

社區毒品問題對學生的影響  92.3 5.8 1.9 

學生個人私隱的保障  92.2 2.0 5.9 

測檢部分細節上的要求  90.2 5.9 3.9 

學校場地上的許可  86.5 13.5 0.0 

行政工作的要求  78.8 17.3 3.8 

測檢方式的選擇  76.4 17.6 5.9 

老師為配合計劃執行所需的額外工作  66.7 29.4 3.9 

其他已參與學校的過往經驗  66.7 13.7 19.6 

計劃會否影響師生關係  48.1 38.4 13.5 

參與計劃需要投放額外的資金  45.1 51.0 3.9 

對學校聲譽的影響  26.9 42.3 30.8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4.4.3 正如問卷調查的結果所顯示，受訪的校長均表示他們決定參

與計劃是由於計劃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生活，能夠表明學校抗毒的決

心，並且取得持份者的支持。 

 

未參與學校 

 

4.4.4 而最多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表示認同的考慮因素則是學生個人

私隱的保障（93.5%）、持份者的意見（87.1%）以及老師為配合計

劃執行所需的額外工作（87.1%），詳情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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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未參與學校考慮參與計劃的因素 

 校長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學生個人私隱的保障  93.5 0.0 6.5 

持份者的意見  87.1 0.0 12.9 

老師為配合計劃執行所需的額外工作  87.1 6.5 6.5 

學校場地上的許可  83.9 6.5 9.7 

行政工作的要求  83.9 6.5 9.7 

測檢部分細節上的要求  83.8 6.5 9.7 

為計劃設計多元化校園活動上的彈性  77.4 3.2 19.4 

社區毒品問題對學生的影響  77.4 3.2 19.4 

計劃是否有助建立無毒校園文化  74.2 3.2 22.6 

測檢方式的選擇  71.0 6.5 22.6 

計劃會否影響師生關係  64.5 12.9 22.6 

對學生健康生活的影響  61.3 3.2 35.5 

使用撥款上的彈性  61.3 6.5 32.3 

其他已參與學校的過往經驗  61.3 3.2 35.5 

對學校聲譽的影響  54.9 12.9 32.3 

參與計劃需要投放額外的資金  51.6 29.0 19.4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4.4.5 雖然只有 54.9%的校長在問卷中表示會考慮參與計劃對學校

聲譽的影響，但有不少校長在訪談期間提及校方會憂慮各持份者包

括辦學團體、家長和學生可能質疑或反對學校參與計劃，他們亦擔

心參與計劃可能會增加老師的工作量。 

 

 

4.5 小結 

 

對「健康校園計劃」的了解程度及途徑 

 

4.5.1 現時有關「健康校園計劃」的推廣有一定程度的廣泛性。大

部分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尤其是中一新生及其家長，都能夠透

過學校的介紹了解計劃的詳情並明白計劃的目的，反映學校和非政

府機構現時採用的推廣方式能有效讓學生和家長了解並認同計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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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然而，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對計劃的認識比較有限。儘

管未參與學校和參與學校偶有交流機會，但兩者的交流僅停留於校

長和老師的層面，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鮮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計

劃。 

 

對「健康校園計劃」的支持程度 

 

4.5.3 問卷調查結果和與持份者的訪談均顯示，參與學校大部分的

持份者都支持學校參與計劃。超過八成的家長表示希望子女的學校

可以繼續推行計劃。 

 

4.5.4 至於未參與學校方面，雖然部分學校尚未與家長和學生就是

否參與計劃進行討論，或認為持份者不支持學校參與，但綜合問卷

調查結果所得，負責老師和學生大多都表示會支持學校參與計劃，

更有超過八成的家長表示支持子女的學校推行計劃。 

 

學校參與「健康校園計劃」的考慮因素 

 

4.5.5 研究小組發現不管是參與學校或是未參與學校，校方在考慮

是否參加計劃時都十分重視持份者的意見，尤其是家長對學校的觀

感。而是次研究顯示，學生和家長對學校參與計劃取態正面。 

 

4.5.6 未參與學校在決定是否參與計劃時亦會考慮推行計劃所涉及

的運作細節，包括如何保障學生私隱以及會否增加老師的工作量

等。根據參與學校的持份者的意見，計劃內已有足夠措施保障學生

私隱，老師亦不會因為學校推行計劃而負擔過量的額外工作。 

 

 

4.6 建議 

 

鞏固參與學校持份者的支持 

 
4.6.1 為了推動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繼續支持學校參與計劃和積

極參與計劃下的校園測檢及各類活動，學校和非政府機構除了利用

政府提供的宣傳單張和短片以及舉辦簡介會外，可考慮使用更多不

同的宣傳方式向他們介紹計劃。例如：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可考慮自

行製作切合校情的宣傳資料，在充分介紹計劃詳情的基礎上，根據

不同年級學生的特點進行重點宣傳，當中不要忽略高年級學生和其

家長的需要。當局亦可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加強溝通，在校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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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上提供適當的支援。 

 

提升學校參與計劃的動力 

 

4.6.2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在日後進一步推展計劃時，可考慮更詳細

介紹執行計劃的實際運作和相關支援，亦應傳遞未參與學校的家長

和學生對計劃的支持態度，以釋除未參與學校的疑慮。同時，當局

宜鼓勵學校主動諮詢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了解他們的意向，並藉此

讓更多持份者認識計劃。 

 

4.6.3 此外，當局除繼續舉辦計劃簡介會外，可考慮嘗試連繫參與

學校和非政府機構舉行分享交流會或聯校活動，並邀請未參與學校

的不同持份者參加，讓他們親身接觸計劃和更深入了解實際推行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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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測檢部分 

 

 

5.1  概述 

 

5.1.1 校園測檢為「健康校園計劃」的其中一部分，包括毒品測檢

和相關支援計劃。現時的運作模式下，學校可以自行選擇與合適的

非政府機構合作，由非政府機構成立一隊「校外專責隊伍」，到訪

學校收集頭髮或尿液樣本作測檢。 

 

5.1.2 校園測檢遵循自願參與的原則，由家長（或監護人）與學生

討論和共同決定是否參與測檢。「校外專責隊伍」會以隨機抽樣方

式，抽選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接受測試。學校則會委派職員擔任

「學校計劃助理」，負責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測檢的事宜。 

 

5.1.3 實行校園測檢的目的主要是鞏固沒有吸食毒品的學生繼續遠

離毒品的決心，及觸發吸食毒品學生（尤其是初期接觸毒品的學

生）的戒毒和求助動機。計劃亦期望通過校園測檢，提供平台讓學

生作出遠離毒品的承諾，並且更關注自身的健康。 

 

5.1.4 為了檢視校園測檢的實行是否達到推行目的以及執行過程是

否順暢，以探討未來計劃推行的走向，研究小組會在本部分會探討

四個重點：（i）校園測檢的參與情況，包括學校的整體情況以及個

人的參與情況；（ii）學生和家長考慮是否參與測檢的因素；（iii）

校園測檢的流程和執行細節；以及（iv）學生對校園測檢成效的主

觀評價以及其他持份者對校園測檢的意見。 

 

 

5.2  參與情況和未來參與傾向 

 

5.2.1 為了解學生參與校園測檢的情況，研究小組先在學生前測問

卷中問及學生本學年的參與傾向，以及上兩個學年的參與情況6。其

後，研究小組從學生後測問卷進一步確定學生於本學年參與測檢的

實際情況，以及未來學年的參與傾向。 

 

 

 

                                           
6
  由於校園測檢遵循個人資料保密原則，研究小組無法使用行政數據來確定學生具體的參與情

況，因此透過問卷調查讓學生自我報告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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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的整體情況 

 

5.2.2 從學校層面來看，本學年的測檢參與率預計會介乎 13% 至

82%。在 49 間完成學生前測問卷的學校中，有 17 間學校的參與率

達 50%或以上，另有 20 間學校的參與率介乎 40% 至 49%。學校的

整體參與率存在一定差異（見圖 5.1）。 

 
圖 5.1 參與學校的測檢參與率的分布  

 

 
 

參與學校學生的參與情況 

 

5.2.3 根據學生前測問卷調查結果，接近一半的參與學校的學生

（46.8%）表示會參加本學年的校園測檢。 

 
表 5.2 參與學校學生就參與本學年測檢的意向（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無回應(%) 

中一 2,498 56.4 42.2 1.4 

中二 2,620 46.1 52.7 1.2 

中三 2,753 50.9 48.1 1.1 

中四 2,856 45.9 53.3 0.7 

中五 2,597 42.2 57.3 0.5 

中六 2,564 39.7 59.6 0.6 

合計 15,888 46.8 52.2 0.9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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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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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數目 

學生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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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研究小組發現學生的參與傾向在不同年級、學校參與年期、

學生以往的參與經驗和學生對計劃的認知（包括明白參與計劃的目

的、對計劃詳情認識的足夠度、認同同意書的清晰度、認同考慮時

間的充足度）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 

 

學生的參與率與就讀年級 

 

5.2.5 總體來說，低年級的學生的參與傾向比高年級的學生高。接

近六成的中一學生表示會參加本學年的校園測檢，而只有四成的中

六學生表示會參加本學年的校園測檢。此差異與學校的宣傳工作和

不同年級的學生需要有關。研究小組從與持份者訪談得知，學校大

多期望學生能夠從低年級開始參與到計劃，以鞏固他們的抗毒決

心，因而會對低年級學生做更多的宣傳工作。因此，低年級的學生

會較多機會接觸和了解計劃的內容和理念，因而更傾向參加本學年

的測檢。另一方面，學生在學校生活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需要。一

般來說，高年級的學生會較為注重學業和生涯規劃，因而在其他主

題活動的參與率較低年級少，詳情見表 5.3。 

 
表 5.3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本學年測檢與年級的關係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p值 

中一 2,464 57.2 42.8 

<0.001 

中二 2,589 46.6 53.4 

中三 2,724 51.4 48.6 

中四 2,835 46.3 53.7 

中五 2,583 42.4 57.6 

中六 2,548 40.0 60.0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145份。 

 

學生的參與率與學校參與年期 
 

5.2.6 學生前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校參與年期越長，本學年的

整體參與率越高。從表 5.4 可見，參與計劃三年或以上的學校的參

與率明顯地比參與計劃少於三年的學校的參與率要高。但在中一新

生當中，學校參與年期與他們會否於本學年參與測檢沒有明顯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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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本學年測檢與學校參與年期的關係 

 學生回應   

學校參與年期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p值 

一年 1,151 36.1 63.9 

<0.001 
兩年 2,305 37.7 62.3 

三年 1,756 48.9 51.1 

四年 10,531 50.3 49.7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145份。 

 

5.2.7 類似地，就前兩年的學生參與情況來說7，學校參與計劃的年

期越長，學生的測檢參與率亦越高。 
 

表 5.5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 2014/15學年測檢與學校參與年期的關係 

 學生回應   

學校參與年期 數目(份) 有參與(%) 沒有參與(%) p值 

一年 1,001 26.0 74.0 

<0.001 
兩年 1,948 34.3 65.7 

三年 1,481 45.8 54.2 

四年 8,875 52.8 47.2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85 份；亦不包括回應‘不適用（即於

2014/15學年非本校學生）’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2,498 份。 

 

表 5.6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 2013/14學年測檢與學校參與年期的關係 

 學生回應  

學校參與年期 數目(份) 有參與(%) 沒有參與(%) p值 

兩年 1,543 29.4 70.6 

<0.001 三年 1,152 42.9 57.1 

四年 7,180 53.6 46.4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51 份；亦不包括回應‘不適用（即於

2013/14學年非本校學生）’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4,799 份。 

 

                                           
7
  由於中一學生僅在本學年於學校接觸計劃，因此有關上學年和前學年參與率的分析不包括 

中一學生。同樣地，由於中二學生在前學年並未入學，因此有關前學年參與率的分析並不包

括中二學生。另外，鑑於已參與計劃一年的學校只是在上學年開始參與計劃，故此有關前學

年參與率的分析並不包括已參與計劃一年的學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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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參與率與其以往參與經驗 

 

5.2.8 透過比較學生於本學年和上學年的參與率，以及學生於本學

年的參與率和下學年的參與傾向，研究小組觀察到學生的參與率與

其以往參與計劃的經驗有關，而不同年級的情況略有不同。 

 

本學年和上學年的參與率 

 

5.2.9 從表 5.7 可見，在已參與計劃一年的學校中，中三至中五的

學生於本學年的參與率有顯著增長。而在參與計劃超過四年的學校

中，中三到中六的學生於本學年的參與率則有下降的趨勢。問卷數

據反映出，新參與計劃的學校在推行計劃一年以後，學生在逐漸接

觸並了解計劃的情況下，有增加參與校園測檢的傾向。雖然參與計

劃年期較長的學校，其高年級學生的參與率比參與計劃年期較短的

學校高，但是有開始下降的跡象。 
 

表 5.7 參與學校中二至中六的學生於本學年和上學年在參與率上的差異 

（按學校參與年期及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參與年期 

 

 

年級 

 

數目 

 (份) 

本學年 

有參與 

(%) 

上學年 

有參與 

(%) 

兩學年 

均有參與 

(%) 

 

 

p值 

一年 

中二 162 38.9 36.4 29.6 0.557 

中三 221 31.7 25.8 21.3 0.035 

中四 271 36.2 28.8 22.5 0.009 

中五 190 29.5 19.5 15.3 0.002 

中六 153 24.8 18.3 14.4 0.052 

兩年 

中二 403 37.7 33.7 25.8 0.093 

中三 418 45.9 41.4 35.2 0.032 

中四 386 30.8 31.3 22.3 0.904 

中五 361 28.5 29.6 21.3 0.689 

中六 373 30.3 34.3 24.7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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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參與學校中二至中六的學生於本學年和上學年在參與率上的差異 

（按學校參與年期及不同年級劃分）（續） 

  學生回應  

 

 

學校參與年期 

 

 

年級 

 

數目 

 (份) 

本學年 

有參與 

(%) 

上學年 

有參與 

(%) 

兩學年 

均有參與 

(%) 

 

 

p值 

三年 

中二 329 46.2 46.5 35.9 1.000 

中三 310 57.1 53.5 46.5 0.177 

中四 334 45.2 45.8 37.1 0.894 

中五 238 40.3 41.6 34.5 0.720 

中六 265 43.0 39.6 33.6 0.211 

四年 

中二 1,692 49.6 48.6 38.5 0.397 

中三 1,768 54.2 56.3 46.8 0.037 

中四 1,838 51.1 57.7 45.3 <0.001 

中五 1,791 46.8 51.9 41.9 <0.001 

中六 1,753 43.0 49.2 39.0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共 134份。 

 
本學年的參與率和下學年的參與傾向 

 

5.2.10 根據學生後測問卷調查結果8，有 31.2%的學生表示會於下學

年同意參與測檢，另有 45.3%的學生表示無所謂或不確定。中一和

中二的學生比中三至中五的學生較多表示無所謂或不確定，年級之

間有明顯的差異（詳情見表 5.8）。 

 

 

 

 

 

 

 

 

 

 

 

 

                                           
8  由於中六學生已離校赴考公開試，只有中一至中五的學生參與後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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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參與學校學生就參與 2016/17學年測檢的意向（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同意 

參與 

(%) 

不同意 

參與 

(%) 

無所謂 / 

不確定 

(%) 

 

無回應 

(%) 

中一 2,399 30.9 16.6 52.0 0.4 

中二 2,500 28.5 22.3 48.5 0.8 

中三 2,765 35.2 20.8 43.5 0.6 

中四 2,815 31.3 24.7 42.3 1.7 

中五 2,455 29.6 28.5 41.0 0.9 

合計 12,934 31.2 22.6 45.3 0.9 

註： 數目為後測問卷數字。 

 

5.2.11 本學年表示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尤其是被抽中測檢的學生

更傾向表示同意於下學年參與測檢。在本學年表示同意參與測檢並

且被抽中測檢的學生當中，有 60.0%表示會於下學年同意參與測

檢。在本學年表示同意參與測檢但未被抽中的學生中，有 50.9%表

示會於下學年同意參與測檢。而本學年表示不同意參與測檢的學

生，有 49.0%表示無所謂 /不確定下學年是否參與測檢（詳情見       

表 5.9）。 

 
表 5.9 參與學校學生就參與 2016/17學年測檢的意向（按本學年的參與情況 

劃分） 

 學生回應 

 

 

本學年的參與情況 

 

數目 

 (份) 

同意 

參與 

(%) 

不同意

參與 

(%) 

無所謂 / 

不確定 

(%) 

 

無回應
(%) 

同意參與，並且被抽中測檢 1,545 60.0 6.9 33.1 0.1 

同意參與，但未被抽中測檢 5,750 50.9 3.7 45.3 0.1 

不同意參與 5,248 2.1 48.6 49.0 0.3 

無回應 391 17.4 14.1 44.2 24.3 

合計 12,934 31.2 22.6 45.3 0.9 

註： 數目為後測問卷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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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抽中測檢的學生中，如果學生曾經在同

一學年被重複抽中，他們在下學年更大可能會不同意參與測檢（詳

情見表 5.10）。 

 
表 5.10 參與學校曾被抽中測檢學生就參與 2016/17 學年測檢的意向（按過往   

測檢次數劃分） 

 學生回應 

 

 

過往測檢次數 

 

數目 

 (份) 

同意 

參與 

(%) 

不同意

參與 

(%) 

無所謂 / 

不確定 

(%) 

 

無回應 

(%) 

一次 2,258 55.3 9.6 35.0 0.1 

兩次或以上，在同一學年被

重複抽中 
157 43.3 19.1 37.6 0.0 

兩次或以上，在不同學年被

重複抽中 
491 55.8 9.6 34.4 0.2 

兩次或以上（但無回應是否

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 
110 42.7 29.1 28.2 0.0 

合計 3,016 54.3 10.8 34.8 0.1 

註： 數目為後測問卷數字。 

 過往測檢次數並不限於本學年。 

 

5.2.13 根據與學生的訪談，表示本學年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以及被

抽中測檢的學生，大多會於未來學年繼續參與測檢。他們認為參與

測檢對他們沒有負面的影響，亦是一種提醒自己的方式，因此會繼

續參與測檢。更有同意參與測檢但沒有被抽中測檢的學生表示，他

們希望透過測檢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因此會繼續同意參與測檢，

並且希望有機會可以被抽中測檢。 

 

學生的參與率與其對計劃的認識 

 

5.2.14 學生對計劃尤其是測檢部分的認識與他們的參與傾向存在關

係。根據學生前測問卷調查結果，表示明白參與計劃的目的、認同

學校提供計劃詳情足夠、認同參與測檢同意書的內容清晰以及認同

有足夠的時間給予他們考慮是否參與測檢的學生，更可能會表示參

與本學年的測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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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本學年測檢與程序上的因素的關係 

 學生回應   

 

程序上的因素 

數目 

 (份) 

會參與 

(%) 

不會參與 

(%) 

 

p值 

同意書提供清晰的計劃內容     

清晰 12,959 50.2 49.8 
<0.001 

不清晰 2,679 33.8 66.2 

學生明白參與計劃的目的     

明白 13,060 50.0 50.0 
<0.001 

不明白 2,663 33.7 66.3 

學校提供足夠計劃詳情     

足夠 11,237 50.0 50.0 
<0.001 

不足夠 4,465 40.5 59.5 

學生有足夠考慮參與測檢的時間     

足夠 12,648 49.9 50.1 
<0.001 

不足夠 2,977 36.8 63.2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相關題目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按上列各程序上的因素分別共 250 份、

165 份、186份及 263份。 

 

參與學校家長對其子女參與測檢的傾向 

 

5.2.15 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有 70.5%的家長表示曾鼓勵其子女

在本學年參與校園測檢，更有 76.2%的家長表示同意其子女在本學

年參與校園測檢。低年級的家長更傾向會鼓勵和同意子女參與校園

測檢（詳情見表 5.12及表 5.13）。 

 
表 5.12 參與學校家長曾鼓勵子女參與本學年測檢的比例（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曾鼓勵(%) 未曾鼓勵(%) 無回應(%) 

中一 1,854 73.3 24.8 1.9 

中二 1,763 71.7 26.1 2.2 

中三 1,861 71.4 26.9 1.7 

中四 1,900 69.2 28.6 2.2 

中五 1,677 66.5 31.4 2.1 

合計 9,055 70.5 27.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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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參與學校家長同意子女參與本學年測檢的比例（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同意(%) 不同意(%) 無回應(%) 

中一 1,854 80.3 18.2 1.5 

中二 1,763 77.1 20.6 2.3 

中三 1,861 76.6 21.9 1.5 

中四 1,900 74.4 23.6 2.1 

中五 1,677 72.5 25.5 2.0 

合計 9,055 76.2 21.9 1.9 

 

5.2.16 就往年的參與情況，有 73.8%的中二至中五的家長表示曾同

意其子女參與往年的校園測檢。對比本學年和上學年的情況，中二

和中三的家長本學年比上學年更傾向同意參與校園測檢。 

 
表 5.14 參與學校家長於本學年和上學年在同意子女參與測檢上的百分比差異    

（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本學年(%) 上學年(%) p值 

中二 1,717 78.9 75.9 <0.001 

中三 1,820 77.6 75.1 <0.001 

中四 1,851 75.9 76.7 0.314 

中五 1,636 73.8 74.3 0.568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家長問卷數字，共 177份。 

 

未參與學校的預計參與傾向 

 

學生參與校園測檢的傾向 

 

5.2.17 從問卷調查所得，有 49.9%的學生表示如果學校推行「健康

校園計劃」，他們會同意參加校園測檢。在表示有聽過計劃的學生

中，更有 60.4%的學生表示會同意參加校園測檢。而在沒有聽過計

劃的學生中，只有 44.3%的學生表示會同意參加校園測檢（詳情見

表 5.15及表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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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未參與學校學生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參與測檢的傾向（按不同年級

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無回應(%) 

中一 1,349 56.6 42.2 1.3 

中二 1,384 46.0 52.7 1.3 

中三 1,457 45.5 53.7 0.8 

中四 1,414 49.3 49.6 1.1 

中五 1,331 50.2 48.8 1.0 

中六 912 53.3 45.8 0.9 

合計 7,847 49.9 49.1 1.1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表 5.16 未參與學校學生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參與測檢的傾向（按聽過計劃

劃分） 

 學生回應 

聽過計劃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無回應(%) 

有 2,849 60.4 39.0 0.4 

沒有 4,949 44.3 55.3 0.6 

無回應 49 2.0 6.1 91.8 

合計 7,847 49.9 49.1 1.1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家長對其子女參與校園測檢的傾向 
 

5.2.18 鑑於家長的取態可能會影響學校是否參與「健康校園計

劃」，因此研究小組亦透過問卷了解未參與學校家長對其子女參與

校園測檢的傾向，冀能掌握現時中學生的家長對計劃，尤其是校園

測檢部分的看法。 
 

5.2.19 在未參與學校中，有 77.6%的家長表示如果學校推行「健康

校園計劃」，他們會同意其子女參與校園測檢。整體比例與參與學

校的家長差異不大，這反映如果未參與學校將來推行計劃，家長的

支持度應該相當高。 

 

5.2.20 從表 5.17 可見，中一和中二的家長比中三至中五的家長更傾

向表示會同意其子女參與校園測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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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未參與學校家長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同意子女參與測檢的傾向    

（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同意(%) 不同意(%) 無回應(%) 

中一 892 81.5 15.2 3.3 

中二 903 80.8 16.1 3.1 

中三 893 75.0 22.3 2.7 

中四 808 77.0 21.2 1.9 

中五 768 73.0 25.0 2.0 

合計 4,264 77.6 19.8 2.6 

 

5.2.21 而從表 5.18 可見，如果家長表示有聽過健康校園計劃，他們

會更傾向同意其子女參與校園測檢。對有聽過計劃的家長來說，有

85.7%的家長表示如果子女的學校推行計劃，他們會同意其子女參與

校園測檢。而對沒有聽過計劃的家長來說，同意其子女參與校園測

檢的比例只有 71.0%。 

 
表 5.18 未參與學校家長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同意子女參與測檢的傾向    

（按聽過計劃劃分） 

 家長回應 

聽過計劃 數目(份) 同意(%) 不同意(%) 無回應(%) 

有 2,274 85.7 13.2 1.1 

沒有 1,897 71.0 28.5 0.6 

無回應 93 16.1 2.2 81.7 

合計 4,264 77.6 19.8 2.6 

 

 

5.3 參與校園測檢的考慮因素 

 

參與學校學生 

 

測檢細節 

 

5.3.1 根據學生前測問卷調查結果，最多學生考慮會否參加測檢的

因素都是與測檢細節有關。54.0%的學生表示認同個人隱私是他們考

慮會否參與測檢的因素。亦有近一半的學生認同抽取樣本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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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檢過程的衞生狀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是他們考慮會否參與測檢

的因素。 

 
表 5.19 參與學校學生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測檢細節）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個人隱私的保障  54.0 16.7 28.6 0.7 

抽取樣本的模式  49.2 18.7 31.5 0.6 

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  46.5 19.3 33.5 0.8 

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45.1 21.7 32.4 0.7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5.3.2 有接受訪談的學生表示他們會關注學校會否向他人披露自己

的測檢結果。雖然學生不甚清楚學校具體地如何保障學生的私隱，

但一般都對學校有信心，覺得學校可以保障到自己的私隱。另一方

面，有學生在訪談中表示希望了解更多有關測檢過程的詳情，並指

以生動的方式講解測檢細節會更理想。 

 

個人因素 
 

5.3.3 就個人因素方面，41.0%的學生表示認同測檢對個人體驗的增

長是他們的考慮會否參加測檢的因素。 

 
表 5.20 參與學校學生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個人因素）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對個人體驗的增長  41.0 25.7 32.6 0.6 

對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

心的認識 
 38.6 26.6 34.1 0.8 

對個人形象的影響  35.6 32.3 31.6 0.5 

過往參加計劃的經驗  30.1 31.5 37.6 0.9 

自己被引誘吸毒的可能性  24.5 43.6 31.2 0.7 

對學業的影響  23.9 41.7 33.8 0.6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15,888 

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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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綜合與參與學校不同持份者訪談的意見，參與校園測檢能提

供機會讓學生體驗驗毒，亦可提供平台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健康狀

況。有學生甚至表示同意參加測檢是希望被抽中進行測檢，藉此向

社工傾訴或向護士查詢一些健康問題。有校長和老師亦認為校園測

檢對學生來說有一種新鮮感，能帶給學生不一樣的體驗。 

 

外在因素 
 

5.3.5 39.8%的學生表示父母的傾向性是他們考慮會否參與測檢的因

素。另外，36.6%的學生認同老師推廣計劃的積極性是他們的考慮因

素。 

 
表 5.21 參與學校學生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外在因素）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父母的傾向性  39.8 26.3 33.3 0.6 

老師推廣計劃的積極性  36.6 28.4 34.4 0.7 

同學的傾向性  35.1 29.7 34.5 0.7 

老師/父母的要求  31.6 36.6 31.2 0.6 

朋輩壓力  26.3 40.3 32.9 0.6 

宗教的觀點  14.1 45.3 39.8 0.7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5.3.6 由於參與校園測檢需由家長和學生共同決定，家長的傾向性

對學生的決定有一定的影響。有學生在訪談中表示因家長表示不清

楚參加計劃的效用，因此自己沒有在中一的時期參加測檢。其後，

因家長對測檢沒有特別的看法，因此他開始同意參與測檢。 

 

參與學校家長 

 

5.3.7 超過六成的家長認同有關測檢部分的細節，包括個人私隱的

保障、抽取樣本的模式、測檢結果的可信性和測檢過程的衞生情

況，是他們考慮會否同意子女參與測檢的因素。另外，亦有 59.9%

的家長認同測檢對子女個人體驗的增長是他們的考慮因素。 

 

 

 

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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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參與學校家長考慮子女參與測檢的因素 

 家長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個人私隱的保障  65.7 7.4 25.4 1.5 

抽取樣本的模式  64.4 8.9 25.2 1.6 

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62.2 9.0 27.2 1.6 

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  60.1 8.2 30.2 1.6 

對子女個人體驗的增長  59.9 12.7 25.9 1.5 

子女對計劃的參與/不參與傾向  57.5 9.9 30.7 1.9 

老師推廣計劃的積極性  53.0 9.8 35.5 1.7 

對子女個人形象的影響  51.3 20.3 27.0 1.4 

過往子女參加計劃的經驗  50.3 13.0 34.5 2.1 

子女被引誘吸毒的可能性  46.8 21.4 30.0 1.8 

對子女學業的影響  42.0 25.7 30.8 1.5 

宗教的觀點  27.4 28.9 42.0 1.7 

 

未參與學校學生 

 

5.3.8 與參與學校的學生問卷調查結果相似，超過六成未參與學校

的學生表示認同個人私隱的保障是他們考慮會否參加校園測檢因素

的。另外，有超過五成的學生表示會考慮測檢對個人體驗的增長、

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測檢結果的可信性以及他們對濫用精神藥物

者輔導中心的認識，詳情見表 5.23至表 5.25。 

 
表 5.23 未參與學校學生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測檢    

細節）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個人隱私的保障  60.7 10.6 28.1 0.7 

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  53.9 11.6 33.9 0.5 

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52.2 12.8 34.4 0.6 

抽取樣本的模式  43.3 21.7 34.5 0.5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9,055 

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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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未參與學校學生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個人  

因素）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對個人體驗的增長  55.8 13.3 30.3 0.6 

對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

心的認識 
 52.2 16.5 30.8 0.5 

對個人形象的影響  47.8 18.7 32.9 0.6 

對學業的影響  37.0 26.4 35.8 0.8 

過往參加計劃的經驗  36.4 25.0 38.0 0.6 

自己被引誘吸毒的可能性  30.6 37.3 31.5 0.6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表 5.25 未參與學校學生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考慮參與測檢的因素（外在  

因素） 

 學生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老師推廣計劃的積極性  48.0 17.2 34.5 0.4 

同學的傾向性  44.6 17.1 37.7 0.6 

老師/父母的要求  43.7 21.3 34.5 0.5 

朋輩壓力  42.8 22.8 33.9 0.5 

父母的傾向性  34.1 22.4 42.9 0.6 

宗教的觀點  18.1 35.4 45.7 0.8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未參與學校家長 

 

5.3.9 而假設學校推行計劃，家長考慮是否同意子女參與測檢的因

素與參與學校的家長相似。65.3%的家長認同個人私隱的保障是他們

的考慮因素，亦有超過六成的家長認同測檢對子女個人體驗的增

長、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是他們的考慮因素。 

 

 

 

 

 

7,847 

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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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未參與學校家長在學校推行計劃的前提下考慮子女參與測檢的因素 

 家長回應 

 

考慮因素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個人私隱的保障  65.3 6.3 26.0 2.4 

對子女個人體驗的增長  64.3 8.9 24.5 2.4 

測檢過程的衞生情況  60.8 6.4 30.3 2.4 

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60.5 7.4 29.5 2.6 

抽取樣本的模式  59.1 9.7 28.7 2.5 

子女對計劃的參與/不參與傾向  55.3 7.3 34.8 2.7 

老師推廣計劃的積極性  54.7 6.6 36.1 2.6 

對子女個人形象的影響  54.3 15.4 28.0 2.3 

子女被引誘吸毒的可能性  47.8 18.3 31.2 2.7 

對子女學業的影響  45.8 20.3 31.3 2.6 

過往子女參加計劃的經驗  43.6 13.0 40.4 2.9 

宗教的觀點  28.8 23.7 44.8 2.7 

 

 

5.4 流程及執行細節 

 

5.4.1 家長和學生的意見均反映出測檢細節是他們考慮會否參與測

檢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小組會在此部分透過不同持份者的意

見，檢視參與學校進行測檢的運作細節，從而提出優化建議。 

 

學生的意見 

 

測檢安排 

 

5.4.2 普遍來說，學生認為學校在測檢前的安排合理。根據學生問

卷，82.2%的學生認為「參與測檢同意書」的內容清晰，亦有 80.2%

的學生認為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是否參與測檢。就考慮參與測檢

的最理想的時間，42.9%的學生認為是一至兩天。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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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 參與學校學生對參與測檢同意書提供的計劃內容的意見（按不同年級劃

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內容清晰 

(%) 

內容不清晰

(%) 
無回應(%) 

中一 2,498 83.1 16.1 0.8 

中二 2,620 79.5 19.7 0.8 

中三 2,753 82.5 16.9 0.6 

中四 2,856 82.9 16.5 0.5 

中五 2,597 83.2 15.9 0.9 

中六 2,564 81.9 17.2 1.0 

合計 15,888 82.2 17.1 0.8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表 5.28 參與學校學生對考慮參與測檢的時間的意見（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時間足夠 

(%) 

時間不足夠
(%) 

無回應 

(%) 

中一 2,498 79.5 19.5 1.0 

中二 2,620 77.2 22.0 0.8 

中三 2,753 80.1 19.1 0.8 

中四 2,856 80.8 18.5 0.6 

中五 2,597 82.0 17.1 0.9 

中六 2,564 81.6 17.5 1.0 

合計 15,888 80.2 18.9 0.8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表 5.29 參與學校學生認為考慮參與測檢的最理想的時間（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1-2天(%) 3-4天(%) 5-7天(%) 無回應(%) 

中一 2,498 42.4 39.4 17.3 1.0 

中二 2,620 43.1 36.4 19.5 1.0 

中三 2,753 45.6 36.1 16.9 1.4 

中四 2,856 41.7 37.8 19.8 0.7 

中五 2,597 40.4 39.5 18.9 1.3 

中六 2,564 44.2 36.5 18.3 1.0 

合計 15,888 42.9 37.6 18.5 1.1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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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對於測檢過程的意見，超過六成的學生表示不介意老師或同

學知道自己被抽中進行測檢，另外有 59.8%的學生認同個人資料隱

私會受到保障。 

 
表 5.30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的觀感 

 學生回應 

  

測檢的情況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我不介意老師知道我是否被抽中

進行測檢 

 
66.5 12.4 20.0 1.1 

我不介意同學知道我是否被抽中

進行測檢 

 
62.4 15.7 20.9 1.0 

我相信我的個人資料私隱會受到

保障 
 59.8 7.7 31.5 1.0 

我不介意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

進行測檢 
 44.9 28.8 25.1 1.3 

我滿意測檢部分的運作安排  36.7 8.3 53.9 1.1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5.4.4 若僅觀察曾在本學年完成測檢的學生，75.6%的學生認同個人

資料私隱會受到保障，亦有 73.1%的學生滿意測檢部分的運作安

排。由此可見，曾進行測檢的學生對測檢部分的運作安排以及私隱

保障方面都持正面的評價。 

 
表 5.31 參與學校完成測檢的學生對測檢的觀感 

 學生回應 

 

對測檢的觀感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我不介意老師知道我是否被抽中

進行測檢 

 
76.9 9.6 13.4 0.2 

我相信我的個人資料私隱會受到

保障 

 
75.6 5.1 19.2 0.1 

我滿意測檢部分的運作安排  73.1 6.0 20.6 0.3 

我不介意同學知道我是否被抽中

進行測檢 
 72.9 13.1 13.9 0.1 

我不介意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

進行測檢 
 57.5 24.3 17.9 0.3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12,934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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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然而，在整體學生中，有 28.8%表示不認同自己不介意在同

一學年被重複抽中。而曾在本學年完成測檢的學生當中，亦有

24.3%表示不認同自己不介意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 

 

測檢模式 

 

5.4.6 現時，樣本抽取的模式一般由校方與夥拍的非政府機構決

定。但 83.7%的學生表示傾向抽取頭髮樣本進行測檢。從表 5.32 可

見，中一和中二的學生比其他年級的學生更偏向採用頭髮樣本驗

毒。 

 
表 5.32 參與學校學生傾向的樣本抽取模式（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尿液 (%) 頭髮 (%) 無回應 (%) 

中一 2,498 11.5 86.5 2.0 

中二 2,620 11.1 86.8 2.1 

中三 2,753 13.7 84.4 2.0 

中四 2,856 13.3 85.2 1.5 

中五 2,597 18.3 80.1 1.5 

中六 2,564 19.9 78.8 1.3 

合計 15,888 14.6 83.7 1.7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家長的意見 

 

5.4.7 87.2%的家長認為「參與測檢同意書」的內容清晰，也有

84.2%的家長認為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會否讓子女參與測檢。45.3%的

家長認為一至兩天是最理想的考慮參與測檢的時間。 

 

 

 

 

 

 

 

 

 



    

57 

 

表 5.33 參與學校家長對參與測檢同意書提供的計劃內容的意見（按不同年級    

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內容清晰 

(%) 

內容不清晰
(%) 

無回應 

(%) 

中一 1,854 87.1 10.4 2.5 

中二 1,763 85.9 12.4 1.6 

中三 1,861 87.6 11.3 1.1 

中四 1,900 87.9 10.8 1.3 

中五 1,677 87.3 12.0 0.7 

合計 9,055 87.2 11.4 1.5 

 
表 5.34 參與學校家長對考慮參與測檢的時間的意見（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 

(份) 

時間足夠 

(%) 

時間不足夠
(%) 

無回應 

(%) 

中一 1,854 83.6 14.1 2.3 

中二 1,763 83.1 15.3 1.6 

中三 1,861 84.2 14.6 1.2 

中四 1,900 85.2 13.3 1.5 

中五 1,677 84.9 14.2 1.0 

合計 9,055 84.2 14.3 1.5 

 
表 5.35 參與學校家長認為考慮參與測檢的最理想的時間（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1-2天(%) 3-4天(%) 5-7天(%) 無回應(%) 

中一 1,854 43.4 40.2 13.1 3.3 

中二 1,763 47.2 37.5 12.7 2.6 

中三 1,861 46.9 37.9 13.0 2.2 

中四 1,900 44.7 40.6 12.8 1.9 

中五 1,677 44.5 38.2 15.9 1.4 

合計 9,055 45.3 38.9 13.5 2.3 

 

5.4.8 從訪談得知，家長普遍能透過學校舉辦的簡介會了解有關計

劃的詳情和推行目的。因此，他們接獲「參與測檢同意書」後，基

本都能很快決定是否同意子女參與測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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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意見 

 

測檢的安排 

 

5.4.9 測檢部分主要由夥拍的非政府機構執行。學校亦需要與非政

府機構配合，包括備妥同意參加測檢的學生名單、擬定測檢日的流

程等。 

 

5.4.10 根據參與學校校長的問卷調查結果，測檢部分的運作大致暢

順。從表 5.36 所見，超過九成的校長表示很少或從來沒有觀察到測

檢過程安排出現不協調或與夥拍的非政府機構傳遞信息時出現困難

等情況。只有 18.5%的校長表示間中會出現校園測檢的時間與學校

其他的活動安排相撞的情況，以及收回同意書過程出現困難。 

 
表 5.36 參與學校校長對測檢的觀感 

 校長回應 

  

 

對測檢的觀感 

 

數目 

(份) 

從來沒有/ 

很少 

(%) 

 

間中 

(%) 

 

經常 

(%) 

 

無回應
(%) 

與夥拍的非政府機構進行信息傳遞時

出現困難 

 
98.1 1.9 0.0 0.0 

進行校園測檢時發現有不協調的狀況  98.1 0.0 0.0 1.9 

家長向學校查詢有關校園測檢的詳情  96.3 3.7 0.0 0.0 

校方在處理學生個人資料上出現困難  94.4 1.9 0.0 3.7 

校園測檢的次數未能符合計劃的測檢

次數的要求 
 94.4 1.9 1.9 1.9 

校園測檢的時間過長，需要在午膳時

段或課後完成 
 90.7 5.6 3.7 0.0 

校園測檢的時間與學校其他的活動安

排相撞 
 81.5 18.5 0.0 0.0 

收回同意書過程出現困難  79.6 18.5 1.9 0.0 

學生在參與測檢後自行向其他同學提

及參與情況 
 77.8 14.8 3.7 3.7 

 

5.4.11 從與校長和非政府機構負責人員訪談得知，隨著學校推行計

劃的經驗有所累積，執行校園測檢的流程也越來越暢順，亦能符合

計劃內有關測檢次數和保障個人資料的要求，而學校與非政府機構

的合作亦十分協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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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另外，有些學校在測檢的過程中已加入其他與健康相關的元

素，每年新增的元素亦有所不同。例如：校外測檢隊會在得到學生

同意下，使用多種尿液檢測的工具同時進行驗毒和其他健康測試

（如糖尿）。有些校外測檢隊則利用等待測檢結果的時間，進行健

康評估（如脂肪比例分析、肺活量測試等）。 

 

5.4.13 有校長在訪談中表示，加入配套服務可以豐富測檢的過程，

並提升學生對參與測檢的興趣和維持學生的參與度。然而，亦有校

長指出，部分學生和家長可能會擔憂增添配套服務使測檢時間過

長，影響上課時間，故校方對於加入其他元素或有保留。 

 

測檢的工作量 

 

5.4.14 測檢的行政安排主要由老師或學校計劃助理負責。在問卷回

應中，超過九成的校長表示會由班主任或負責老師確保學生交回同

意書，以及確保學生和家長知悉計劃。 

 

5.4.15 超過八成的負責老師認為他們負責處理被抽中測檢的學生名

單、執行測檢過程和聯絡家長的相關工作量合適甚至頗少，亦有接

近七成的負責老師認為處理「參與測檢同意書」的工作量合適甚至

頗少。 

 
表 5.37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在測檢部分的工作量 

  負責老師回應 

 

 

測檢的工作 

 

數目 

(份) 

工作量

頗少 

(%) 

工作量

合適 

(%) 

工作量

頗多 

(%) 

聯絡家長有關測檢結果 33 18.2 66.7 15.2 

處理被抽中測檢的學生名單 36 13.9 72.2 13.9 

執行學生測檢時的流程（如帶領學生等） 36 13.9 72.2 13.9 

處理「參與測檢同意書」 43 7.0 62.8 30.2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但有老師會因未有負責相關工作而回應‘不適用’，而數目已

扣除‘不適用’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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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5.4.16 根據非政府機構的問卷調查結果，負責同工大部分認同測檢

過程的運作情況順暢。所有負責同工都表示從來沒有或很少出現測

檢部分次數不符合計劃要求以及處理學生個人資料困難的情況。只

有 11.5%的負責同工表示間中會在進行校園測檢時發現過程有不協

調的情況。 

 
表 5.38 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對測檢的觀感 

 負責同工回應 

 

 

對測檢的觀感 

 

數目 

(份) 

從來沒有/

很少 

(%) 

 

間中 

(%) 

 

經常 

(%) 

在處理學生個人資料上出現困難（如加密處理

學生個人資料時出現問題等） 

 
100.0 0.0 0.0 

校園測檢的次數未能符合計劃的測檢次數要求  100.0 0.0 0.0 

進行校園測檢時發現過程有不協調的情況  88.4 11.5 0.0 

註： 數目不包括僅負責抗毒預防活動的非政府機構同工數字，共 22份。 

 所有負責同工均有回應。 

 

政府化驗所的意見 

 
5.4.17 現時，校外專責隊伍會抽取頭髮或尿液樣本進行毒品測試。

頭髮樣本必須送交政府化驗所進行化驗。而尿液樣本則可由校外專

責隊伍即場進行快速測試，或送交政府化驗所進行化驗。為了排除

快速測試中可能出現的假陽性個案，校外專責隊伍亦需要把在快速

測試中出現陽性結果的尿液樣本送交政府化驗所作進一步化驗。 

 

5.4.18 根據與政府化驗所負責人員的訪談，目前測檢部分的運作順

暢。計劃實施至今，校外專責隊伍已經熟習如何抽取樣本，而他們

與政府化驗所在協調送交樣本和領取報告方面亦順暢。 

 

5.4.19 工作量方面，送交政府化驗所進行毒品測試的頭髮樣本比尿

液樣本較多，而處理頭髮樣本所需的人手作業亦較尿液樣本多。此

外，由於非政府機構到校收集樣本的時間會集中在數個月份，因此

政府化驗所需要處理的樣本數量會時多時少，他們有時需要分批去

處理樣本以進行毒品測試。政府化驗所負責人員亦表示，如果計劃

將會長期發展，該處有需要得到人力和資源上的支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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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測檢成效 

 

5.5.1 研究小組會在此部分透過分析參與學校的學生對測檢部分的

主觀評價，並比較他們在前測和後測問卷調查時期的意見變化，以

期從學生角度了解校園測檢的成效。此外，研究小組會探討其他持

份者對校園測檢的評價。 

 

參與學校學生的主觀評價 

 
5.5.2 研究小組根據計劃期望實現的目的、與持份者的訪談以及預

試調查，於學生問卷內臚列出一系列測檢部分對學生可能造成的影

響。這些影響大致可以分為抗毒能力方面的影響和其他方面的影

響。 

 

5.5.3 根據前測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超過六成的學生認同校園測檢

在與學生抗毒能力有關方面的成效，包括有助加深了解驗毒的過

程、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亦有

59.6%的學生認同隨機抽檢為同學帶來警惕作用。詳情見表 5.39。 

 

5.5.4 部分學生更能體驗到抗毒能力以外的其他影響。超過 35%的

學生認為校園測檢有助加深他們與社工、同學、父母和老師的認

識，亦有助他們與社工的相處。部分學生亦認為校園測檢有助他們

了解相關的課程或職業。詳情見表 5.40。 

 
表 5.39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觀感（抗毒方面） 

 學生回應 

 

測檢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加深了解驗毒的過程  67.1 11.6 20.5 0.9 

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63.1 12.4 23.5 1.0 

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61.2 17.1 20.8 0.9 

隨機抽檢為同學帶來警惕作用  59.6 15.2 24.1 1.1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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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0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觀感（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學生回應 

 

測檢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加深與社工的認識  38.9 25.7 34.4 1.0 

有助加深與同學的認識  37.7 28.2 33.2 1.0 

有助加深與父母的認識  36.2 28.6 34.2 1.0 

有助加深與老師的認識  35.4 28.9 34.8 1.0 

有助與社工的相處  35.1 28.5 35.4 1.0 

有助與同學的相處  34.2 30.8 34.0 0.9 

有助與父母的相處  34.1 30.7 34.3 0.9 

有助提升對相關職業的興趣  33.3 31.8 33.7 1.2 

有助與老師的相處  33.0 31.0 35.1 1.0 

有助提升對相關課程進修的興趣  32.2 32.2 34.6 1.0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5.5.5 為了探討學生對測檢部分的評價會否與其他因素存在一定的

關係，研究小組計算了每位學生在抗毒能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平均

評分9作為指標來展示學生對測檢部分的成效的看法。分數由一分

「非常不認同」到五分「非常認同」，分數越高表示該位學生越認

同該方面的成效。 

 

學生的評價與其年級 

 

5.5.6 前測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年級越低的學生越傾向認同測

檢部分影響，包括抗毒能力以及其他方面。 

 

 

 

 

 

 

 

 

 

 

                                           
9  研究小組會先分別計算每位學生就抗毒能力和其他方面影響所給予的總分，再除以相應的項

數。 

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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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整合分數（按不同年級劃分） 

 抗毒方面  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年級 數目(份) 分數(分)  數目(份) 分數(分) 

中一 2,486 3.73  2,477 3.19 

中二 2,609 3.65  2,601 3.17 

中三 2,744 3.63  2,730 3.11 

中四 2,844 3.54  2,830 2.99 

中五 2,590 3.46  2,585 2.91 

中六 2,552 3.39  2,538 2.78 

合計 15,825 3.56  15,761 3.03 

註： 數目不包括在全部相關選項均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抗毒方面共 63份 ， 人際

及未來發展方面共 127份。 

 

學生的評價與學校參與年期 

 

5.5.7 類似地，研究小組亦分析測檢部分影響數據亦顯示，學生的

主觀評價在不同學校存在差異。參與計劃超過三年的學校的學生對

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影響的認同度較高。 

 
表 5.42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整合分數（按學校參與年期劃分） 

 抗毒方面  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學校參與年期 數目(份) 分數(分)  數目(份) 分數(分) 

一年 1,155 3.52  1,150 3.01 

兩年 2,316 3.50  2,298 2.98 

三年 1,764 3.58  1,760 3.02 

四年 10,590 3.58  10,553 3.04 

合計 15,825 3.56  15,761 3.03 

註： 數目不包括在全部相關選項均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抗毒方面共 63份 ， 人際

及未來發展方面共 127份。 

 

學生的評價與其參與情況 

 

5.5.8 表示會於本學年參與測檢的學生比不會參與測檢的學生更認

同測檢部分對抗毒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影響，詳情見表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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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整合分數（按本學年的參與測檢意向劃分） 

 抗毒方面  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本學年的參與測檢意向 數目(份) 分數(分)  數目(份) 分數(分) 

會參與 7,407 3.71  7,388 3.16 

不會參與 8,277 3.44  8,234 2.91 

合計 15,684 3.56  15,622 3.03 

註：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參與測檢意向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亦不包括在全部相關成效選項

均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抗毒方面共 204份，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共 266份。 

 

5.5.9 研究小組篩選已參與計劃兩年或以上的學校，並就其中三至

中六學生在 2013/14 至 2015/16 學年的參與情況與他們對測檢成效的

評分進行分析，發現連續三年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亦更認同測檢部

分對其抗毒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成效。 
 

表 5.44 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整合分數（按中三至中六學生在三個學年的

參與情況劃分） 

 抗毒方面  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學生參與情況 數目(份) 分數(分)  數目(份) 分數(分) 

沒有參與 3,997 3.37  3,967 2.84 

其中一年參與 1,036 3.50  1,036 2.97 

其中兩年參與 1,165 3.54  1,161 2.92 

三年都參與 3,600 3.66  3,592 3.08 

合計 9,798 3.51  9,756 2.95 

註：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參與情況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亦不包括在全部相關成效選項均 

無回應的前測學生問卷數字；抗毒方面共 128份，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共 170份。 
 

學生的評價與校園測檢的體驗 

 

5.5.10 在前測和後測學生問卷調查期間，參與學校普遍已進行數次

的校園測檢。研究小組透過比對前測和後測學生問卷的數據，發現

學生對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方面的成效的認同度稍有上升，但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平。而無論是在前測或後測學生問卷調查，同意參

與測檢的學生比不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更傾向認同測檢部分的抗毒

能力的成效。 

 

5.5.11 對於測檢部分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同意參與測檢和不同意參

與測檢的學生，均在後測學生問卷調查表示更認同測檢部分在其他

方面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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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 參與學校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抗毒方面的整合分數的差異（按本學年的

參與測檢意向劃分） 

 學生回應  

本學年的參與測檢意向 數目(份) 前測 (分) 後測 (分) p 值 

會參與 4,660 3.78 3.79 0.303 

不會參與 4,520 3.53 3.55 0.129 

合計 9,180 3.66 3.67 0.072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參與測檢意向

 及/或在全部相關成效選項均無回應的學生問卷數字共 148份。 

 
表 5.46 參與學校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人際及前途發展方面的整合分數的差異

（按本學年的參與測檢意向劃分） 

 學生回應  

本學年的參與測檢意向 數目(份) 前測 (分) 後測 (分) p 值 

會參與 4,649 3.20 3.29 <0.001 

不會參與 4,502 2.98 3.08 <0.001 

合計 9,151 3.09 3.19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參與測檢意向

 及/或在全部相關成效選項均無回應的學生問卷數字共 177份。 

 

學生對測檢部分的成效的其他意見 

 

5.5.12 綜合學生在問卷內開放式問題以及深入訪談中所反映的意

見，學生認為參與測檢有助自己認識更多有關毒品的知識、了解吸

毒的禍害，並能鞏固抗毒的信心、更加堅定抗毒。亦有學生表示，

自己參與測檢後，不但會提醒他人不要吸毒，更認為自己可為受吸

毒問題困擾的親友提供支援。 

 

5.5.13 此外，學生認為推行測檢計劃能夠讓自己明白到學校和父母

不希望他們吸毒。而同意參與測檢亦有助學校和父母清楚自己的抗

毒信心，並獲得他們的認同。有學生更表示如果沒有測檢，學生基

本上無法說服別人自己沒有吸毒，因此認為校園測檢有其獨特的效

用。 

 

5.5.14 有學生認為參與校園測檢亦讓學生感到能夠更了解自身的健

康狀況，也讓他們感到更健康和有自信。學生亦指出，校園測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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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幫助降低青少年接觸毒品的機會，進而減少吸毒人數，同時可以

提供機會給部分有吸毒習慣的人作出改變。然而，也有學生對此表

示存疑，認為自願參與的性質可能對有吸毒習慣的學生影響不大。 

 

參與學校其他持份者的意見 

 

5.5.15 根據與家長的訪談，家長認為學校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

校園計劃」可令他們感到安心。家長和子女亦可透過討論是否參與

測檢部分而增加溝通健康狀況的機會。 

 

5.5.16 至於參與學校校長方面，他們在訪談中表示校方能透過測檢

部分向學生和家長以至社區明確傳達學校拒絕學生吸毒的信息，並

表明學校的決心。有校長亦認為，校園測檢可減少不良分子引誘學

生吸毒的機會。 

 

5.5.17 絕大部分的校長亦指出，參與計劃並非是為了找出有吸毒的

學生，而是產生阻嚇作用。由於測檢部分屬自願參與，至今並未發

現吸毒個案亦是理所當然。有校長亦表示，無論學生參與或不參與

測檢，重要的是當中的過程。由於全校學生都需要簽署同意書，因

此校園測檢提供了溝通平台讓家長和學校了解學生的情況。若發現

學生很明顯地抗拒進行測檢，校方亦可考慮如何進一步跟進情況。 

 

5.5.18 有參與學校校長表示，觀察到推行計劃後青少年吸毒人數有

減少的趨勢，未來是否需要一直進行校園測檢值得思考。然而，亦

有校長認為，如果將來計劃沒有校園測檢元素，社會的吸毒問題可

能會惡化。 

 

未參與學校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學生意見 

 

5.5.19 在問卷回應中，超過六成的未參與學校學生認同測檢能有助

提升抗毒能力，包括加深了解毒品知識、加深了解驗毒的過程、鞏

固抗毒的決心、以及隨機測檢為同學帶來警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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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7 未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觀感（抗毒方面） 

 學生回應 

 

測檢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69.8 10.1 19.7 0.4 

有助加深了解驗毒的過程  69.6 8.3 21.7 0.4 

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64.8 10.1 24.5 0.6 

隨機抽檢為同學帶來警惕

作用 
 62.1 13.1 24.4 0.4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表 5.48 未參與學校學生對測檢成效的觀感（人際及未來發展方面） 

 學生回應 

 

測檢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加深與同學的認識  44.8 20.7 34.0 0.4 

有助加深與社工的認識  43.7 19.9 35.9 0.5 

有助與同學的相處  43.4 21.1 35.1 0.4 

有助加深與老師的認識  41.0 22.0 36.4 0.5 

有助與社工的相處  40.6 21.6 37.3 0.6 

有助與老師的相處  40.0 22.7 36.8 0.5 

有助與父母的相處  39.9 23.8 35.8 0.5 

有助提升對相關課程進修的興趣  39.8 23.8 35.7 0.6 

有助加深與父母的認識  39.7 23.3 36.4 0.5 

有助提升對相關職業的興趣  39.5 24.8 34.7 1.0 

註： 數目為前測學生問卷數字。 

 

家長意見 

 

5.5.20 未參與學校的家長在訪談中表示，學校推行含測檢元素的計

劃會有助加強家長對學校的信心，並會認同學校是有決心建立無毒

校園文化。有家長則表示，學校可根據校情決定是否參與計劃。 

 

 

 

 

7,847 

7,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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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意見 

 

5.5.21 根據訪談得知，校長普遍都認為有需要進行禁毒教育預防工

作，但部分校長對是否採用校園測檢的模式有所保留。一方面，有

校長表示計劃可能對不同類型的學生有不同影響。對抗毒決心強的

學生，測檢部分對他們的的影響不大，但對一些邊緣學生會有阻嚇

和預防的作用。如果能夠隔絕到一批學生不去嘗試毒品，計劃是值

得推行的。另一方面，亦有校長認為若推行計劃的目的是要找出有

吸毒的學生，則會因其自願參與性質而成效不彰。由於絕大部分的

學生都不會有吸毒的問題，是否需要花大量資源進行校園測檢也值

得思考。亦有校長指出希望測檢能轉為以體驗性活動的模式讓學生

參與。 

 

 

5.6 小結 

 

校園測檢的參與情況 

 

5.6.1 整體來說，接近一半的學生表示同意參與校園測檢，低年級

學生的參與傾向比高年級學生高。隨著學校參與年期越長，學生和

家長在更認識計劃的情況下，參加測檢的比率有所上升，但參與計

劃年期長的學校的高年級學生參與率出現下降跡象。另外，曾被抽

中進行測檢的學生更肯定下學年會繼續參加測檢。不過，如在同一

學年被重複抽中，則會影響他們的參與傾向。 

 

5.6.2 超過七成的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家長表示支持子女參與校

園測檢。曾聽過計劃的未參與學校家長，更傾向同意子女參與測

檢。家長對子女參與測檢的支持亦反映了他們對計劃的認同。 

 

考慮是否參與測檢的因素 

 

5.6.3 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在考慮會否同意參加測檢時，最主要

的考慮因素都是與測檢細節有關，包括個人隱私、抽取樣本的模

式、測檢過程的衞生狀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 

 

5.6.4 而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除關注個人隱私的保障、測檢過

程的衞生狀況和測檢結果的可信性外，亦會考慮測檢對學生個人體

驗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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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測檢的安排 

 

5.6.5 各持份者對測檢部分的運作都感到滿意。學生和家長認為有

充足的時間讓他們考慮是否參與測檢，而且「參與測檢同意書」的

內容清晰。有超過七成曾完成測檢的學生表示滿意測檢部分的運作

安排以及相信個人資料私隱會受到保障。但未曾進行測檢的學生會

對測檢部分的運作安排以及個人私隱保障方面表示不確定。 

 

5.6.6 參與學校和夥拍的非政府機構表示測檢部分的運作隨著經驗

累積越來越順暢，兩者之間的協調亦令人滿意。測檢亦不會為老師

帶來過多的額外工作。惟部分學校反映測檢時間間中會與學校其他

活動相撞。因此，研究小組建議，校方與非政府機構在進行測檢的

時間方面盡早作協調，以方便校方有充足時間協調測檢安排和教學

活動。 

 

5.6.7 負責進行毒品測試的政府化驗所人員與校外專責隊伍在交收

樣本和領取報告方面亦能有效協調。但隨著日後計劃的推展，政府

化驗所的工作量會隨著收集的樣本數量增加而增多，尤其是在學生

以及校方更偏向採取頭髮驗毒的情況下。當局可能需要增加對政府

化驗所的支援，以保障政府化驗所能順利完成計劃要求的工作。 

 

校園測檢的成效 

 

5.6.8 參與學校的不同持份者皆認同測檢部分的成效。超過六成的

學生認同測檢能讓他們了解驗毒的過程、鞏固他們遠離毒品的決

心，以及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連續多年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更

認同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和其他方面帶來的成效。亦有接受訪談的

學生表示推行測檢計劃能夠讓自己明白到學校和父母不希望他們吸

毒，而同意參與測檢有助學校和父母清楚自己的抗毒信心並能獲得

他們的認同，認為校園測檢有其獨特的效用。 

 

5.6.9 參與學校的家長表示學校推行「含測檢元素的健康校園計

劃」能夠讓他們感到安心，亦增加他們與子女溝通健康狀況的機

會。 

 

5.6.10 參與學校校長普遍認為校方能透過校園測檢向學生和家長以

至社區明確傳達學校拒絕學生吸毒的信息，並表明學校的決心。絕

大部分的校長亦指出，參與計劃並非是為了找出有吸毒的學生，而

是產生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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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1 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儘管未有真正參與測檢，仍有超過六成認

同測檢部分在抗毒能力以及其他方面帶來的成效。未參與學校的家

長亦表示學校推行計劃會加強家長對學校的信心。這說明校園測檢

在未參與學校家長和學生的主觀印象是正面。大體上，未參與學校

的校長認同有需要進行禁毒教育預防工作，但部分校長對是否採用

校園測檢的模式有所保留，並關注其自願參與性質未能幫助找出吸

毒學生。 

 

5.6.12 鑑於測檢部分的效用以及持份者的認同度，禁毒處應考慮保

留計劃內的測檢元素，唯有關測檢部分的一些執行細節可再作進一

步的調整。同時，也應鼓勵校方和非政府機構採取較為新穎的方式

進行宣傳同推廣，令持份者對計劃的認識更加深入。 

 

 

5.7 建議 

 

保留測檢元素 

 

5.7.1 研究小組觀察到未參與學校仍對計劃有顧慮，但參考計劃中

參與學校的經驗及鑑於學生、家長和參與學校校長均認同測檢部分

帶來的成效，而且學校持續推行測檢能夠提升學生對測檢成效的認

同度，又沒有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因此研究小組建議保留計劃內的

測檢元素，鞏固先前取得的成果。 

 

提升參與測檢率 

 

5.7.2 數據反映學生和家長都非常關注測檢細節。因此，研究小組

建議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在推行計劃時，可以考慮利用多種方式

讓學生和家長更清楚了解測檢部分的具體執行過程，以及學校和非

政府機構如何保障學生私隱等。同時，學校可根據校情考慮增添配

套服務，豐富測檢過程，從而增加學生的個人體驗。 

 

5.7.3 為提高學生對未來繼續參與測檢的確定性，參與學校和非政

府機構亦有需要向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就參與計劃後的體驗

和效用進行回顧和推廣。 

 

5.7.4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增加測檢抽樣方面的彈性，例如更明

確地訂明容許個別學校按參與人數和校情調節抽樣次數和比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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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學生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進行測檢的情況，從而提升學生繼

續參與測檢的動力。這同時也可減少測檢與學校其他活動相撞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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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活動部分 

 

 

6.1 概述 

 

6.1.1 多元化抗毒預防活動是健康校園計劃的另一重要元素。每間

學校可根據校本需要及發展，自行或夥拍非政府機構10策劃並推行多

元化抗毒預防活動，目的主要是鼓勵學生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建立

正向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增強他們的抗逆力和抗毒能力，進而建

立無毒校園文化。 

 

6.1.2 抗毒預防活動涵蓋校內外的課外活動，亦可融入於課程內容

之中。活動包括：預防禁毒教育活動、技能訓練、生活體驗、健康

諮詢和義工服務等。計劃亦鼓勵學校與非政府機構舉辦老師和家長

活動，透過家校合作預防青少年吸毒問題。 

 

6.1.3 研究小組會在此部分從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探討現時抗毒預防

活動的多樣性及其成效。討論重點包括：（i）活動的設計和參與情

況；（ii）活動部分的執行過程；及（iii）學生和家長對參與活動的

觀感，以及其他持份者對舉辦活動的意見。研究小組亦會探討活動

部分需要優化的地方，以增強活動部分的成效。  

 

6.2 活動的設計和參與情況 

 

參與學校 

 

學生活動的設計 

 

6.2.1 從與不同持份者訪談得知，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會考量不

同學生的需要、不同種類活動的效用，以及學生的意見，彈性地設

計和安排多樣化的抗毒預防活動予學生。 

 

6.2.2 舉例說，由於中一學生需要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因此學校和

非政府機構會傾向安排全級性和富趣味性的活動，藉此幫助新生融

入學校、增加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有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訓練他們的自立能力，從而增強他們對抗毒品和其他誘惑的能

                                           
10

  於 2015/16 學年，共有 22 間非政府機構服務點夥拍參與學校安排抗毒預防活動。另外，有

六間學校自行安排抗毒預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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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6.2.3 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亦會安排不同種類和規模的活動，務

求達到不同的效用。例如，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會安排大型展覽、講

座、分享會等活動，以期提高大部分學生對毒品的認識、鞏固他們

的抗毒能力，以及鼓勵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態度。至於興趣班、工

作坊、領袖訓練等活動，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多會以小組形式推

行，期望學生的持續和深入參與能夠為學生帶來裨益。 

 

6.2.4 部分參與學校舉辦抗毒預防活動時，尤其是興趣小組等，主

要由學生選擇並自行報名參加。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會依據學生

的意向調整活動的設計，並透過保留較受歡迎的活動和調整不理想

的活動，增加活動的吸引力和參與率。 

 

6.2.5 根據機構問卷調查結果，76.2%的負責同工表示他們會間中甚

至經常外聘導師或團體服務以提供不同活動。另外，有 29.6%的校

長和 23.8%的負責同工表示會間中甚至經常舉辦聯校抗毒預防活

動，增加活動的多樣性。 

 

6.2.6 儘管現時學校舉辦多元化的活動以及會根據校情彈性設計活

動，有學生在訪談中表示希望學生能夠在設計和參與活動方面有更

多自主性。例如：有學生建議舉辦自行設計攤位的活動，有助他們

加深對相關主題的認識。另外，有學生指出不同年級的學生對參與

活動有不同的期望。譬如說，高年級的學生會傾向參與有利個人發

展或能融合課程的活動。而低年級的學生會較喜歡參與互動性和趣

味性強的活動。也有學生希望能從低年級開始參加領袖訓練活動，

幫助他們學習團隊合作和建立人際關係。如果領袖訓練活動能推廣

至聯校活動更可以擴大學生的社交圈子。 

 

學生活動的參與情況 

 

6.2.7 最多參與學校學生表示曾參加的活動是禁毒 / 健康資訊講座

（82.3%）、健康 / 體適能狀況調查（74.0%）及健康生活教育展覽 / 

攤位遊戲（63.1%）。而才藝培訓、體藝訓練、健康工作坊和成長小

組等活動的參與頻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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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參與學校學生參與各類活動的情況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類型 

 

數目 

(份) 

 

有參與 

(%) 

 

一年數次
(%) 

 

一年一次 

(%) 

沒有參與/

無回應 

(%) 

禁毒/健康資訊講座  82.3 44.5 37.8 17.7 

健康/體適能狀況調查  74.0 31.0 43.0 26.0 

健康生活教育展覽/攤位遊戲  63.1 31.0 32.1 36.9 

社區服務  59.1 29.1 30.0 40.9 

戶外參觀/歷奇訓練等生活體

驗活動 

 
57.6 27.6 30.0 42.4 

校內比賽或表演  52.8 28.7 24.1 47.2 

聯校活動/比賽  50.7 27.8 22.9 49.3 

才藝培訓/體藝訓練等興趣班  47.1 28.2 18.9 52.9 

健康工作坊/成長小組  46.1 25.1 20.9 53.9 

健康大使/夢想大使/領袖訓練

計劃 
 45.5 23.5 22.0 54.5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家長活動的參與情況 

 

6.2.8 在參與學校中，只有 15.2%的家長表示曾參與計劃的簡介會

或其他宣傳抗毒訊息的活動。不過，有 36.1%的家長表示會願意抽

空參加家長活動。從表 6.2 可見，較多低年級的家長表示會抽空參

加家長活動。願意抽空參加家長活動的中一家長，比例更超過五

成。 

 
表 6.2 參與學校家長願意抽空參與家長活動的傾向（按不同年級劃分） 

 家長回應 

年級 數目(份) 會參與(%) 不會參與(%) 無回應(%) 

中一 1,854 51.2 34.8 14.0 

中二 1,763 38.8 45.7 15.5 

中三 1,861 36.5 50.1 13.4 

中四 1,900 30.2 54.8 14.9 

中五 1,677 22.9 63.2 13.9 

合計 9,055 36.1 49.5 14.3 

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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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綜合訪談所得資料，校長和家長普遍認為如果活動適合和主

題吸引，家長會考慮參加活動，只是礙於活動的時間安排以致不少

家長未能參與。另外，有校長表示計劃最初推行的時期，家長比較

關心與抗毒有關的主題，因而參與度較高。隨著青少年吸毒問題有

所緩和，家長的參與率出現下降。 

 

未參與學校 

 

6.2.10 不少未參與學校因應學校政策和各自需要也有舉辦不同的活

動來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並成立專責的教師小組推行預防教育工

作，當中或有包含抗毒元素。他們亦會與不同機構合作包括香港警

務處警民關係科、區內的濫用藥物者中心、醫院以及非政府機構

等，舉辦一些健康校園活動。此外，亦有未參與學校透過不同平台

與參與學校交流分享，聆聽有關參與計劃的經驗，這或許會形成  

溢出效應，使兩類學校在抗毒預防教育上的模式拉近。研究小組會

綜合未參與學校的活動參與情況及意見作為參考。 
 

學生活動的參與情況 

 

6.2.11 在未參與學校中，最多學生表示曾參加的活動是禁毒 / 健康

資訊講座（87.0%）、健康 / 體適能狀況調查（83.6%）、及戶外參

觀或歷奇訓練等生活體驗活動（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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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未參與學校學生參與各類活動的情況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類型 

 

數目 

(份) 

 

有參與 

(%) 

 

一年數次
(%) 

 

一年一次 

(%) 

沒有參與/

無回應 

(%) 

禁毒/健康資訊講座  87.0 45.5 41.5 13.0 

健康/體適能狀況調查  83.6 34.3 49.3 16.4 

戶外參觀/歷奇訓練等生活體

驗活動 
 75.2 34.3 41.0 24.8 

健康生活教育展覽/攤位遊戲  71.8 34.9 36.9 28.2 

校內比賽或表演  71.7 46.1 25.6 28.3 

社區服務  66.4 37.0 29.5 33.6 

聯校活動/比賽  60.9 36.4 24.5 39.1 

才藝培訓/體藝訓練等興趣班  59.0 40.4 18.6 41.0 

健康工作坊/成長小組  49.5 27.4 22.1 50.5 

健康大使/夢想大使/領袖訓練

計劃 
 47.9 24.1 23.8 52.1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6.2.12 未參與學校學生參與各項活動的比例似乎較參與學校學生

高。主要原因可能是參與學校學生在問卷只是被問及參與「健康校

園計劃」下的活動的情況，以致低估了他們參與所有關於健康生活

和抗毒訊息的活動的整體數字。 

 

家長活動的參與情況 
 

6.2.13 在未參與學校中，只有 10.2%的家長表示曾參與宣傳抗毒訊

息的活動，比例顯著比參與學校的家長低。 

 

 

6.3 執行過程 

 

參與學校的意見 

 

6.3.1 總括來說，大部分校長認為推行活動的過程順暢，但亦有

25.9%的校長表示會間中調整活動執行計劃書的內容。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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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參與學校校長對活動的觀感 

 校長回應 

  

 

對活動的觀感 

 

數目 

(份) 

從來沒有/ 

很少 

(%) 

 

間中 

(%) 

 

經常 

(%) 

計劃舉辦的抗毒預防活動因出現超支太多而不

能進行 

 
98.1 1.9 0.0 

計劃舉辦的抗毒預防活動未能如期在學校推行  94.4 5.6 0.0 

學校調整抗毒預防活動執行計劃的內容  74.1 25.9 0.0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6.3.2 至於工作量方面，有 87.0%的校長表示會由班主任/負責老師

邀請學生參與多元化校園活動，另有 44.4%的校長表示自己會邀請

學生參與活動。從與老師的訪談得知，他們一般會負責出通告、招

募學生和協助帶領學生參加活動。而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七成的老師認為他們在策劃、執行及管理計劃下不同活動的工作量

合適。 

 
表 6.5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在活動部分的工作量 

  負責老師回應 

 

 

活動的工作 

 
數目 
(份) 

工作量
頗少 
(%) 

工作量
合適 
(%) 

工作量
頗多 
(%) 

策劃全年的抗毒預防活動 50 0.0 78.0 22.0 

執行及管理抗毒預防活動 52 0.0 73.1 26.9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但有老師會因未有負責相關工作而回應‘不適用’，而數目已

扣除 ‘不適用’的數字。 

  

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6.3.3 綜合與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的訪談意見，由於參與「健康校

園計劃」，因此學校舉辦含抗毒主題的活動更具常規性和持續性。

而現時活動的主題愈來愈多元化，已從起初與禁毒主題緊密相連轉

為更廣泛地關注學生的健康成長。負責同工亦會在各類活動裡滲透

有關毒品的知識以及吸毒的禍害，藉以加強禁毒預防教育工作。 

 

6.3.4 根據計劃的要求，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會於推行計劃前事

先編訂活動主題和時間表。大部分負責同工認為計劃運作大致順

暢，只有 11.9%的負責同工在問卷回應中表示會經常調整抗毒預防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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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執行計劃的內容，亦只有 7.1%的負責同工表示經常出現活動未

能如期在學校推行的情況。有負責同工在訪談中表示非政府機構盡

量會與學校在學期開始前確定活動的舉辦日期，降低與其他安排的

相撞情況，但仍有些時候需要因應學校或學生最新情況調整時間

表，也需要因應校情或社會變化調整活動內容。儘管如此，現時計

劃下有足夠的彈性讓非政府機構按學校需要設計和調整活動內容，

只需事先向禁毒基金會提交及申請批准最新的活動執行計劃書。 
 

表 6.6 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對活動的觀感 

 負責同工回應 

 

 

對活動的觀感 

 

數目 

(份) 

從來沒有/ 

很少 

(%) 

 

間中 

(%) 

 

經常 

(%) 

 

不適用 

(%) 

進行抗毒預防活動後，機構社

工或校方發現高危學生 

 
64.3 23.8 2.4 9.5 

計劃舉辦的抗毒預防活動未能

如期在學校推行 
 54.8 33.3 7.1 4.8 

學校 / 機構調整抗毒預防活動

執行計劃的內容 
 40.5 38.1 11.9 9.5 

註： 數目不包括僅負責測檢的非政府機構同工數字，共八份。 

 所有負責同工均有回應。 
 

6.4 活動成效 

 

參與學校學生的意見 

 

6.4.1 72.6%的學生認為學校以遠離毒品作主題的活動足夠，亦有

70.6%的學生認為學校舉辦關於健康生活及價值觀的活動足夠。相比

未參與學校學生（參閱表 6.10），較多參與學校學生認同學校舉辦

這些活動足夠。 

 
表 6.7 參與學校學生認為學校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的足夠度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主題 

數目 

(份) 

足夠 

(%) 

不足夠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遠離毒品  72.6 9.0 18.1 0.3 

健康生活及價值觀  70.6 9.3 19.8 0.3 

情緒壓力管理和支援  62.8 14.2 22.7 0.4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42 

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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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就學生對活動成效的主觀評價，約六成學生認同活動能有助

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和鞏固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亦有超過一半

的學生對認同活動有助他們養成正面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生活習

慣。 

 
表 6.8 參與學校學生對學生活動成效的觀感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61.9 12.8 24.5 0.8 

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60.8 12.5 25.8 0.9 

有助養成正面的生活態度  54.1 17.0 28.2 0.8 

有助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53.5 17.0 28.7 0.8 

有助肯定自我價值  47.1 20.8 31.4 0.7 

有助了解他人的感受  45.3 22.2 31.8 0.7 

有助豐富校園生活  44.2 23.3 31.8 0.6 

有助融入校園生活  44.2 21.7 33.4 0.8 

有助他人增加對我的了解  42.2 23.4 33.6 0.8 

有助培養多元興趣  42.1 24.1 33.1 0.7 

有助支援情緒/生活需要  41.4 24.1 33.8 0.7 

有助結交積極的朋友  41.1 24.5 33.7 0.7 

有助了解自己的長處和優點  40.4 24.8 34.1 0.6 

有助舒緩壓力  40.4 25.7 33.2 0.7 

有助增加對未來的希望  40.3 24.3 34.7 0.7 

有助與同學的相處  40.0 22.6 36.7 0.7 

有助與社工的相處  38.3 22.5 38.4 0.7 

有助提高學習動力  38.0 26.9 34.5 0.6 

有助與父母的相處  37.9 23.8 37.6 0.8 

有助與老師的相處  37.9 23.2 38.1 0.8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6.4.3 根據與學生的訪談，即使學生未必一定知道有關活動是否

「健康校園計劃」的一部分，但都對自己曾參與與健康相關的活動

持正面的觀感。絕大部分的學生表示能從活動體驗到樂趣，尤其喜

歡互動性強的活動，希望繼續參加活動。另外，有學生表示講求團

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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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的活動可拉近人與人的距離。 

 

參與學校家長的意見 

 

6.4.4 超過七成曾參與活動的家長表示認同家長活動有助他們關注

子女或自身健康，以及加強他們對子女學校的信任。亦有超過六成

曾參與活動的家長表示認同家長活動能讓他們更了解如何識別子女

吸毒、加深對毒品的認知，以及了解如何處理子女吸毒問題。 

 
表 6.9 參與學校家長在參與家長活動後對活動成效的觀感 

 家長回應 

 

家長活動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加深關注子女或自身健康  75.1 4.6 10.4 9.9 

加強對子女的學校的信任  74.5 3.7 12.1 9.6 

加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69.8 5.6 14.9 9.6 

更了解如何處理子女的行為問題  68.5 5.8 15.0 10.7 

加強與老師的溝通  67.3 5.8 17.3 9.6 

更了解如何識別子女吸毒  65.5 7.3 16.1 11.0 

加深對毒品的認知  65.5 9.1 14.9 10.5 

更了解如何處理子女吸毒問題  63.7 8.2 17.3 10.9 

註： 數目不包括未曾參與活動的家長問卷數字，共 6,327份。 

 

參與學校校方的意見 

 

6.4.5 從與校長及老師的訪談得知，學校認同活動對學生的裨益甚

大。除了加強學生的抗毒和健康意識外，參與活動亦可豐富學生的

校園生活、有助他們培養不同興趣、讓學生增添生活的體驗、強化

人際關係，以及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積極性和抗逆力。當學生面對

生活或學習困難時，他們亦曉得如何處理或求助，避免以吸食毒品

或其他傷害身體的方式解壓。此外，有參與學校表示夥拍非政府機

構可讓學生接觸更多社工，對學生而言是增添學校社工以外的渠道

來照顧他們的成長需要。  

 

6.4.6 自行舉辦活動的參與學校校長和老師亦表示活動能使老師有

更多機會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觀察學生的成長，有助學校與學生建立

良好的關係和締造良好的健康校園文化。此外，當學校與學生能建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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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更緊密關係，學生會更信任學校以及感受到學校對其關愛。這有

助他們減少結識不良朋友和養成不良生活習慣的機會。 

 

6.4.7 另一方面，參與學校校長和老師指出，參與計劃可為學校提

供更多的資源舉辦多元化活動，並可為家庭環境較弱的學生提供更

多接觸不同活動的機會。 

 

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6.4.8 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在訪談中表示戶外或參觀活動以及體驗

性活動較受學生歡迎。而曾舉辦聯校活動的負責同工亦表示學生喜

歡參與聯校領袖生活動和聯校比賽。負責同工認為學生可透過不同

活動增加與同工以及老師的接觸，有利他們的成長。負責同工亦有

機會透過活動接觸一些家庭背景較差或有成長問題的學生，以至可

盡早介入去幫助他們。負責同工也觀察到一些動機比較低的學生可

透過活動變得有自信和更積極，亦有一些學生能通過自身經驗分享

以帶動低年級的學生參與活動。 

 

未參與學校的意見 

 

學生的意見 

 

6.4.9 有 66.1%的未參與學校學生認為以遠離毒品為主題的活動足

夠，比參與學校學生的比例（72.6%）低。詳情見表 6.7及表 6.10。 

 
表 6.10 未參與學校學生認為學校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的足夠度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主題 

數目 

(份) 

足夠 

(%) 

不足夠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健康生活及價值觀  69.1 12.8 17.7 0.4 

遠離毒品  66.1 16.2 17.4 0.3 

情緒壓力管理和支援  63.7 17.5 18.4 0.3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6.4.10 根據與未參與學校校方訪談得知，未參與學校雖然會舉辦多

種與學生健康相關的活動，但校園活動並不一定會以禁毒教育為主

題。而以遠離毒品為主題的活動，如禁毒或健康資訊講座等，一般

會以全校性形式舉行，頻率可能是每年一次或者隔年一次。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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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就學生對活動成效的觀感，近七成的學生表示參與活動有助

鞏固他們遠離毒品的決心和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超過六成的學

生認為參與活動能豐富校園生活、有助與同學的相處、養成正面的

生活態度和培養多元興趣。 

 
表 6.11 未參與學校學生對學生活動成效的觀感 

 學生回應 

 

學生活動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69.8 9.3 20.3 0.6 

有助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68.9 11.2 19.5 0.3 

有助豐富校園生活  64.5 12.0 23.0 0.4 

有助與同學的相處  64.1 11.6 24.0 0.2 

有助養成正面的生活態度  63.6 13.3 22.7 0.4 

有助培養多元興趣  62.9 12.8 23.8 0.5 

有助結交積極的朋友  59.8 15.7 24.3 0.3 

有助融入校園生活  59.5 13.6 26.5 0.3 

有助肯定自我價值  58.7 14.2 26.9 0.3 

有助了解他人的感受  58.4 14.7 26.4 0.5 

有助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58.0 15.4 26.3 0.3 

有助了解自己的長處和優點  57.1 13.6 28.9 0.5 

有助他人增加對我的了解  55.2 16.6 27.7 0.5 

有助舒緩壓力  54.4 20.4 25.0 0.2 

有助與老師的相處  52.0 16.2 31.5 0.3 

有助支援情緒/生活需要  51.7 19.6 28.3 0.3 

有助增加對未來的希望  49.4 20.2 30.2 0.2 

有助與父母的相處  46.9 19.3 33.5 0.3 

有助提高學習動力  46.5 23.8 29.5 0.2 

有助與社工的相處  40.7 19.9 39.0 0.3 

註： 數目為後測學生問卷數字。 

 

家長的意見 

 

6.4.12 與參與學校家長問卷的回應相似，最多家長認同參加家長活

動有助加深他們對子女或自身健康的關注，亦有 73.5%的家長認同

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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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家長活動可加強他們對子女學校的信任。 

 
表 6.12 未參與學校家長在參與家長活動後對活動成效的觀感 

 家長回應 

 

家長活動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加深關注子女或自身健康  77.4 5.0 11.2 6.4 

加強對子女的學校的信任  73.5 5.1 15.5 5.9 

更了解如何處理子女的行為問題  73.4 5.7 14.5 6.4 

加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71.5 5.5 16.8 6.1 

加強與老師的溝通  67.2 6.2 20.5 6.1 

更了解如何識別子女吸毒  66.8 9.5 16.8 6.9 

更了解如何處理子女吸毒問題  65.3 10.5 17.9 6.3 

加深對毒品的認知  58.9 10.6 20.6 9.9 

註： 數目不包括未曾參與活動的家長問卷數字，共 2,549份。 

 

校方的意見 

 

6.4.13 縱使沒有參與計劃，未參與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在訪談中均表

示認同計劃可為學校提供豐富資源舉辦活動，有其吸引之處。 

 

 

6.5 小結 

 

參與情況 

 

6.5.1 學校不論有否參與「健康校園計劃」，一般都會按學生的需

要和發展，舉辦不同有益身心的活動。 

 

6.5.2 超過八成的參與學校學生表示曾參加計劃下的禁毒或健康資

訊講座，亦有超過七成的學生表示曾參加健康或體適能狀況調查。

雖然只有 15.2%的家長表示曾參加計劃簡介會和抗毒預防活動，但

是有 36.1%的家長表示會抽空參加家長活動，更有超過五成的中一

家長表示會抽空參加家長活動。 

 

6.5.3 未參與學校方面，同樣有學生超過八成的學生表示曾參加禁

毒或健康資訊講座，以及健康或體適能狀況調查。不過，曾參加抗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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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預防活動的家長比例較少，只有 10.2%。 

 

6.5.4 另一方面，校方和非政府機構亦都意識到，若每年信息傳遞

類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均相同，學生未必有興趣持續參與。因此校方

亦表示會就不同年級的需要對活動的主題有所調整，並希望非政府

機構能提供一些更為互動性的活動。根據學生的訪談意見，學生亦

更期待一些形式新穎的活動。 

 

執行過程 

 

6.5.5 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在訪談中均表示，推行活動的

過程大致順暢，而計劃就設計活動方面亦具彈性。超過七成的老師

認為他們在策劃、執行及管理活動的工作量合適。但非政府機構有

時需要因應學校或學生最新情況調整時間表，也需要因應校情或社

會變化調整活動內容。學校和非政府機構之間在舉辦活動的時間協

調方面仍可能會出現活動時間相撞的情況。 

 

活動成效 

 

6.5.6 學生普遍認同活動有助加深他們對毒品的認識和鞏固他們遠

離毒品的決心。相比未參與學校學生，較多參與學校學生認同學校

舉辦以遠離毒品為主題的活動足夠。 

 

6.5.7 曾參加家長活動的家長都表示認同活動的成效，尤其認同有

助加深他們對子女或自身健康的關注以及加深他們對子女學校的信

任。 

 

6.5.8 參與學校普遍認為參與活動除了可加強學生的抗毒和健康意

識外，亦可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有助他們培養不同興趣，以及提

升他們的自信心、積極性和抗逆力。而透過參與計劃，學校可獲得

更多資源舉辦多元化活動，並可為家庭環境較差的學生提供更多接

觸不同活動的機會。未參與學校亦認同計劃可提供額外資源給學校

推行活動。 

 

6.5.9 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認為學生可透過不同活動增加與社工以

及老師的接觸，有利他們的成長。負責同工亦有機會透過活動接觸

和幫助一些家庭環境較弱、有成長問題或動機較低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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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建議 

 

保持活動設計的彈性 

 

6.6.1 從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反映，現時計劃在活動設計

方面的彈性有效地讓他們按校情、學生需要和意見，以及社會情況

調整活動內容和模式。故此，研究小組建議保持活動設計的彈性。

同時，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優化執行計劃書的範本，減少學校和

非政府機構因調整活動而更改計劃書的需要。 

 

增加活動多樣式和互動性  

 

6.6.2 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都意識到若每年信息傳遞活動的內容

和形式相同，學生未必有興趣持續參與。學生在訪談中亦表示期待

一些形式新穎的活動，甚至參與設計活動。因此，學校和非政府機

構宜繼續舉辦多樣化的活動、設計更多新穎和互動性強的活動，並

可考慮以不同方式收集學生意見或讓學生參與設計活動，以維持活

動吸引力和學生的參與率。 

 

6.6.3 研究小組亦建議當局鼓勵學校推行聯校活動，包括與未參與

學校合辦活動。這不但可以促進學校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分享和交

流，又可將健康校園文化向外推廣。 

 

提升家長參與率 

 

6.6.4 家長對活動效用的正面評價反映舉辦家長活動的積極意義，

並且有利於提高健康意識和家長對學校的信任。研究小組建議當局

繼續鼓勵參與學校舉辦家長活動，並提供資源支持有關活動。有見

現時家長活動的參與率不高，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宜考慮如何調

適家長活動的內容和時間安排，以吸引更多家長參加活動，更可建

立良好的家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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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計劃的整體成效 

 

 

7.1 概述 

 

7.1.1 作為一個整合的校本計劃，測檢及活動兩部分有著密切的關

係，能帶有協同效應。為了檢視計劃的整體成效，研究小組會在此

部分利用比對前測和後測問卷的結果分析學生在日常生活的行為、

認知和態度的轉變，並通過比對參與學校學生和未參與學校學生的

情況來評估計劃的成效。研究小組主要從兩個重點探討計劃的成

效，一是與抗毒直接相關的認知、能力和決心；二是其他與健康相

關的行為習慣、態度和認知。除此之外，研究小組會從其他持份者

的意見來綜合評估計劃的成效。 

 

 

7.2 學生的抗毒知識能力及決心 

 

學生的抗毒知識 

 

7.2.1 總體來說，超過七成的學生表示認同自己充分了解與毒品相

關的知識，更有超過八成的學生認為自己清楚吸毒的風險。從表 7.1

的數據顯示，在後測時，參與學校學生和未參與學校學生的抗毒知

識均顯著增加。 

 
表 7.1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認同充分了解與毒品相關知識的差異（按學校類別

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時 

認同(%) 

後測時 

認同(%) 

前測及後測 

均認同(%) 

 

p值 

參與學校 9,190 74.6 77.6 63.1 <0.001 

未參與學校 3,987 72.2 76.7 63.5 <0.001 

合計 13,177 73.9 77.3 63.2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此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18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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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認同清楚毒品風險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時 

認同(%) 

後測時 

認同(%) 

前測及後測時 

均認同(%) 

 

p值 

參與學校 9,182 85.4 86.0 77.3 0.155 

未參與學校 3,864 88.3 88.2 82.4 0.925 

合計 13,046 86.3 86.7 78.8 0.236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此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319 份。 

 

學生拒絕毒品的能力 

 

不同學校的比對 
 

7.2.2 研究小組在問卷內問及學生如果朋友給予毒品，他會有多難

去拒絕，藉此探討學生拒絕吸食毒品的能力，分數由一分至 10 分，

分數越高表示他越容易拒絕吸食毒品，即抗毒能力越高。根據整體

配對樣本，前測時學生的抗毒能力平均分數為 8.64，而後測時則為

8.72，表示學生的抗毒能力有所增加。從表 7.3 的數據顯示，在後測

時，參與學校學生的抗毒能力有所增加，未參與學校學生則沒有變

化，而參與學校學生的抗毒能力平均分數亦較未參與學校學生的

高。 

 
表 7.3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拒絕毒品的自我評分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9,174 8.65 8.75 <0.001 

未參與學校 3,982 8.62 8.63 0.605 

合計 13,156 8.64 8.72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此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209 份。 

 

7.2.3 無論是參與學校或未參與學校，均有超過五成學生認為自己

非常容易拒絕吸食毒品（分數為 10 分），另約有一成學生認為自己

抗毒能力比較弱（分數為五分或以下）。 

 

 



    

88 

 

表 7.4 學生在拒絕毒品的自我評分的分佈（按評分、問卷時段及學校類別        

劃分） 

 五分或以下  六分至九分  十分 

學校類別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參與學校 10.5 9.0  33.3 34.3  56.2 56.8 

未參與學校 10.0 10.1  35.9 36.5  54.1 53.5 

合計 10.3 9.3  34.1 34.9  55.6 55.8 

註： 數目可參考表 7.3。 

 
不同年級學生的比對 
 

7.2.4 整體數據顯示，隨著年級的增加，學生的抗毒能力會增加。

高年級的學生比低年級的學生有較強的抗毒能力，表示拒絕朋友給

予毒品的容易程度更高。比較前後測的數據，中一、中三和中四學

生的抗毒能力有所上升，而中二和中五學生的變化並不明顯。 
 

表 7.5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拒絕毒品的自我評分上的差異（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中一 2,683 8.42 8.52 0.030 

中二 2,632 8.53 8.57 0.339 

中三 2,721 8.65 8.76 0.006 

中四 2,632 8.75 8.85 0.021 

中五 2,488 8.86 8.89 0.576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此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209 份。 

 

7.2.5 比對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情況，參與學校的中三和中四

學生的抗毒能力在後測時有所提升，而未參與學校所有學生在前後

測時期的抗毒能力沒有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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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拒絕毒品的自我評分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及不同

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中一 1,877 8.45 8.55 0.057 

中二 1,817 8.54 8.64 0.096 

中三 1,921 8.64 8.78 0.004 

中四 1,841 8.75 8.86 0.035 

中五 1,718 8.87 8.93 0.267 

未參與學校 

中一 806 8.36 8.45 0.291 

中二 815 8.49 8.43 0.439 

中三 800 8.66 8.70 0.560 

中四 791 8.75 8.81 0.330 

中五 770 8.84 8.79 0.456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此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209 份。 
 

 

學生的抗毒決心 

 

7.2.6 研究小組透過分析學生表示會否於未來兩年吸食毒品的可能

性作為指標，以了解學生前後測時期拒絕吸食毒品的決心有沒有變

化。從表 7.7 的數據顯示，絕大部分學生都表示絕對不會於未來兩

年吸食毒品，前測和後測之間沒有顯著變化，而較多參與學校學生

表示絕對不會於未來兩年吸食毒品。 

 
表 7.7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自我評估未來兩年不會吸毒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

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 

(份) 

前測時 

絕對不會 
(%) 

後測時 

絕對不會
(%) 

前測及後測時 

均絕對不會
(%) 

 

 

p值 

參與學校 9,195 97.3 97.3 95.4 0.874 

未參與學校 3,986 96.7 96.6 94.5 0.705 

合計 13,181 97.1 97.1 95.1 0.965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18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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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學生的健康行為習慣和人際關係 

 

與健康相關的行為習慣 

 

7.3.1 根據問卷數據，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在過去三個月從來沒有

吸煙。同樣地，亦有大約九成的學生表示在未來兩年絕對不會吸

煙。而超過一半的學生表示在過去三個月從來沒有飲酒，但表示絕

對不會在未來兩年飲酒的學生不到四成。 

 

7.3.2 至於一些較高風險的行為，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從來沒有或

很少幫助素不相識的人帶送物品。而表示從來沒有或很少於品流複

雜的場所玩樂或於晚上在街上流連的學生亦有超過八成。 

 

不同學校的比對 

 

7.3.3 比較前測和後測的數據顯示，較多未參與學校學生減少了喝

酒的頻率。而表示絕對不會在未來兩年吸煙和飲酒的參與學校學生

比未參與學校學生的比例高。 

 

7.3.4 在後測時，參與學校學生和未參與學校學生均減少於網上或

手機應用程式交友。而參與學校學生在幫助素不相識的人帶送物品

及於品流複雜的場所玩樂兩方面的減少較未參與學校學生顯著。 

 

 

 

 

 

 

 

 

 

 

 

 

 

 

 

 

 

 



    

91 

 

表 7.8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自我評估健康習慣的差異（按行為及學校類別劃

分） 

  學生回應  

 

 

 

行為 

 

 

 

學校類別 

 

 

數目 

(份) 

前測時 

從來沒有或 

絕對不會 
(%) 

後測時 

從來沒有或 

絕對不會 
(%) 

前測及後測時 

均從來沒有或 

絕對不會 
(%) 

 

 

 

p值 

過去 

三個月 

吸煙 

參與學校 9,181 94.1 93.9 91.0 0.525 

未參與學校 3,976 94.6 94.4 91.9 0.578 

合計 13,157 94.3 94.1 91.3 0.385 

未來兩年 

吸煙 

參與學校 9,186 91.8 91.4 87.3 0.230 

未參與學校 3,983 90.7 89.9 85.8 0.081 

合計 13,169 91.5 91.0 86.8 0.046 

過去 

三個月 

飲酒 

參與學校 9,180 61.3 57.8 47.8 <0.001 

未參與學校 3,973 57.4 58.9 46.5 0.060 

合計 13,153 60.1 58.1 47.4 <0.001 

未來兩年 

飲酒 

參與學校 9,201 39.4 37.8 27.1 0.002 

未參與學校 3,984 33.4 33.6 22.9 0.890 

合計 13,185 37.6 36.5 25.8 0.012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按次序分別共 208份、 196份、212份及 18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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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日常作出風險行為的差異（按行為及學校類別劃

分） 

  學生回應  

 

 

 

行為 

 

 

 

學校類別 

 

 

數目 

(份) 

前測時 

從來沒有或 

很少 

 (%) 

後測時 

從來沒有或 

很少 

 (%) 

前測及後測時

均從來沒有或 

很少 
 (%) 

 

 

 

p值 

幫助素不

相識的人

帶送物品 

參與學校 9,219 95.5 96.4 92.8 <0.001 

未參與學校 3,983 96.4 96.5 93.5 0.895 

合計 13,202 95.8 96.4 93.1 0.01 

於品流複

雜的場所

玩樂 

參與學校 9,232 88.7 89.5 82.7 0.022 

未參與學校 3,993 88.9 88.9 83.8 1.000 

合計 13,225 88.7 89.3 83.0 0.045 

晚間在 

街上流連 

參與學校 9,227 83.1 83.4 75.3 0.514 

未參與學校 3,984 81.4 82.6 74.5 0.055 

合計 13,211 82.6 83.2 75.1 0.108 

於手機 

程式交友 

參與學校 9,222 79.6 83.1 71.5 <0.001 

未參與學校 3,981 79.3 82.1 71.4 <0.001 

合計 13,203 79.5 82.8 71.5 <0.001 

於網上 

交友 

參與學校 9,236 75.0 78.1 66.5 <0.001 

未參與學校 3,995 72.6 74.8 64.3 0.002 

合計 13,231 74.3 77.1 65.9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 McNemar 檢驗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按次序分別共 163份、 140份、154份、162份及 13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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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健康、人際關係和學校生活 

 

7.3.5 研究小組在問卷內列出一些與學生日常或學校生活有關的描

述，包括自身健康、與父母關係、與老師關係和校園文化，並問及

學生是否認同描述，分數由一分「非常不認同」到五分「非常認

同」，分數越高表示該方面的情況越正面。研究小組透過計算四個

方面各自的平均數，比較參與學校與未參與學校的差異。 

 

自身健康 

 

7.3.6 大部分學生認同他們關注自身的身心健康、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勇於承認過錯以及感到如果自己遇到煩惱時可以向別人求

助。比對前測和後測的數據顯示，整體上學生對自身健康的認同在

後測時有輕微下降的情況。而參與學校學生前測和後測之間的變化

較顯著，但與未參與學校學生在總體上沒有明顯的差異，詳情見表

7.10至表 7.12。  

 
表 7.10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自身健康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9,210 3.95 3.89 <0.001 

未參與學校 4,008 3.95 3.91 0.003 

合計 13,218 3.95 3.89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147 份。 

 
表 7.11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自身健康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中一 2,691 4.01 3.95 <0.001 

中二 2,651 3.91 3.86 0.005 

中三 2,734 3.95 3.90 <0.001 

中四 2,640 3.91 3.89 0.084 

中五 2,502 3.95 3.87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14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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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自身健康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及不同

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中一 1,879 4.03 3.97 <0.001 

中二 1,832 3.90 3.85 0.002 

中三 1,930 3.96 3.90 <0.001 

中四 1,845 3.90 3.88 0.188 

中五 1,724 3.93 3.86 <0.001 

未參與學校 

中一 812 3.96 3.91 0.116 

中二 819 3.92 3.92 0.968 

中三 804 3.93 3.91 0.597 

中四 795 3.94 3.91 0.221 

中五 778 3.99 3.90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147 份。 

 

與父母關係 

 

7.3.7 學生普遍認為父母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和交友情況，亦可以

與父母在較敏感的話題上進行溝通。參與學校學生和未參與學校學

生的看法在前測和後測之間沒有明顯變化。而在前測和後測時，參

與學校各級學生均比未參與學校學生較認同與父母關係，詳情見表

7.13至表 7.15。 

 
表 7.13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與父母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

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9,282 3.64 3.63 0.367 

未參與學校 3,989 3.56 3.59 0.024 

合計 13,271 3.62 3.62 0.819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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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4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與父母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不同年級劃

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中一 2,704 3.70 3.69 0.552 

中二 2,656 3.59 3.58 0.633 

中三 2,752 3.67 3.65 0.366 

中四 2,645 3.58 3.61 0.029 

中五 2,514 3.59 3.57 0.125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4份。 

 

表 7.15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與父母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及  

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中一 1,898 3.73 3.70 0.205 

中二 1,838 3.61 3.59 0.326 

中三 1,951 3.66 3.67 0.772 

中四 1,856 3.60 3.63 0.103 

中五 1,739 3.60 3.57 0.090 

未參與學校 

中一 806 3.63 3.67 0.235 

中二 818 3.52 3.55 0.399 

中三 801 3.57 3.61 0.147 

中四 789 3.51 3.56 0.111 

中五 775 3.55 3.55 0.946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4份。 

 

與老師關係 

 

7.3.8 超過一半的學生認同老師尊重自己的隱私、關心自己的身心

健康、以及自己和老師有足夠的溝通。無論在前測或是後測，參與

學校學生比未參與學校學生更認同自己與老師的關係，而前測和後

測之間沒有明顯變化。雖然中一學生比其他年級較認同與老師關

係，但前後測的變化顯示中一學生的認同度有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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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師生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9,280 3.64 3.63 0.245 

未參與學校 3,990 3.58 3.58 0.804 

合計 13,270 3.62 3.62 0.365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表 7.17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師生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中一 2,703 3.78 3.72 0.003 

中二 2,656 3.58 3.57 0.552 

中三 2,752 3.60 3.60 0.611 

中四 2,645 3.54 3.58 0.023 

中五 2,514 3.61 3.59 0.28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表 7.18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師生關係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及不同

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中一 1,896 3.79 3.75 0.022 

中二 1,838 3.60 3.59 0.663 

中三 1,951 3.62 3.61 0.581 

中四 1,856 3.56 3.59 0.067 

中五 1,739 3.62 3.60 0.316 

未參與學校 

中一 807 3.74 3.67 0.033 

中二 818 3.53 3.52 0.662 

中三 801 3.52 3.59 0.037 

中四 789 3.50 3.54 0.161 

中五 775 3.58 3.56 0.683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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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文化 

 

7.3.9 整體來說，大部分學生表示認同他們的同學不曾吸毒、感受

到校園的無毒文化、願意和同學談論毒品的問題，以及學校有足夠

的保安措施不讓陌生人自由出入校園。比對前測和後測的數據顯

示，未參與學校學生的認同度在後測時有較明顯的上升，尤其是中

四學生。 

 
表 7.19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校園文化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9,280 3.77 3.78 0.034 

未參與學校 3,990 3.70 3.76 <0.001 

合計 13,270 3.75 3.78 <0.001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表 7.20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校園文化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不同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中一 2,703 3.80 3.83 0.054 

中二 2,656 3.73 3.73 0.883 

中三 2,752 3.77 3.80 0.042 

中四 2,645 3.73 3.77 0.008 

中五 2,514 3.76 3.78 0.066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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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1 學生在前測和後測就校園文化的整合分數上的差異（按學校類別及不同

年級劃分） 

  學生回應  

學校類別 年級 數目(份) 前測(分) 後測(分) p值 

參與學校 

中一 1,896 3.82 3.85 0.073 

中二 1,838 3.74 3.73 0.509 

中三 1,951 3.78 3.81 0.155 

中四 1,856 3.75 3.77 0.290 

中五 1,739 3.75 3.77 0.259 

未參與學校 

中一 807 3.73 3.75 0.473 

中二 818 3.72 3.77 0.099 

中三 801 3.72 3.76 0.099 

中四 789 3.65 3.76 <0.001 

中五 775 3.76 3.81 0.067 

註： p值由統計方法配對 t - 檢驗（paired t - test）計算得出。 

 數目為可配對的學生問卷數字，且學生在前後測均有回應題目。無回應題目的學生 

 問卷數字共 9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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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其他持份者對計劃整體成效的意見 

 

參與學校 

 

校長意見 

 

7.4.1 根據校長問卷調查結果，絕大部分的校長都認同計劃對學生

健康和抗毒方面的效用。98.1%的校長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

品的知識及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96.3%的校長認同計劃有

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建立校園的無毒

文化。 

 
表 7.22 參與學校校長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校長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98.1 0.0 1.9 0.0 

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98.1 0.0 1.9 0.0 

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96.3 0.0 3.7 0.0 

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96.3 0.0 3.7 0.0 

有助建立校園的無毒文化  96.3 0.0 3.7 0.0 

有助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  94.4 0.0 5.6 0.0 

有助家長對學生的校園生活感到放心  90.7 1.9 7.4 0.0 

有助形成抗毒的社區氛圍  88.9 1.9 7.4 1.9 

有助學生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87.0 0.0 13.0 0.0 

有助增加學生尋求支援的動機  87.0 0.0 13.0 0.0 

有助校方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學生  87.0 0.0 13.0 0.0 

有助校內老師/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

識和警惕 
 87.0 1.9 11.1 0.0 

有助家長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79.6 3.7 16.7 0.0 

有助家長及早識別有吸毒問題的學生  70.4 1.9 27.8 0.0 

有助建立更好的校譽  57.4 1.9 40.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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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意見 

 

7.4.2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結果，96.4%的老師認同計劃有助建立校園

的無毒文化，亦有 94.5%的老師認為計劃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

知識以及有助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與校長的意見類近。 

 
表 7.23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負責老師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有助建立校園的無毒文化  96.4 1.8 1.8 

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94.5 0.0 5.5 

有助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  94.5 1.8 3.6 

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92.7 1.8 5.5 

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87.3 1.8 10.9 

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87.3 1.8 10.9 

有助校方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學生  83.6 5.5 10.9 

有助校內老師/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

識和警惕 
 81.8 1.8 16.4 

有助學生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78.2 1.8 20.0 

有助形成抗毒的社區氛圍  78.2 5.5 16.4 

有助增加學生尋求支援的動機  76.4 1.8 21.8 

有助家長對學生的校園生活感到放心  74.5 0.0 25.5 

有助家長及早識別有吸毒問題的學生  65.5 7.3 27.3 

有助家長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61.8 7.3 30.9 

有助建立更好的校譽  61.8 9.1 29.1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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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意見 

 

7.4.3 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家長都認同計劃的成效。接

近八成的家長認同計劃在子女的學校建立抗毒文化、有助子女加深

了解毒品的知識和有助子女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認同計劃有助加

深對子女健康的關注、對子女的健康感到安心、加強對子女學校的

信任以及有助子女加深了解驗毒過程的比例亦超過 75%。這反映大

部分家長對計劃持正面的態度，又認同計劃對子女成長以及子女的

學校有正面影響。相信這也是大部分家長支持學校參與計劃和支持

子女參與校園測檢的原因。 

 
表 7.24 參與學校家長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家長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在子女的學校建立抗拒毒品的文化  79.0 3.4 16.2 1.5 

有助子女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78.9 3.9 16.1 1.1 

有助子女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77.2 3.9 17.4 1.5 

有助加深我對子女健康的關注  76.6 6.3 15.6 1.4 

有助我對子女的健康感到安心  76.3 6.3 16.1 1.4 

有助加強我對子女的學校的信任  76.2 4.4 18.1 1.3 

有助子女加深了解驗毒的過程  75.7 3.9 19.2 1.3 

加深了我對毒品的認知  70.7 8.1 19.8 1.4 

有助加深我與子女的認識  66.5 8.6 23.4 1.5 

觸發有吸食毒品的同學的戒毒決心  66.5 4.3 27.7 1.5 

有助加深我與子女的相處  62.4 10.3 25.7 1.6 

 

7.4.4 根據與持份者的訪談，參與學校家長表示學校參與計劃會讓

家長感到安心，亦有家長表示可藉簽署測檢同意書與子女溝通和了

解子女的情況。此外，有家長反映子女會就社會上的毒品相關議題

表達意見，家長可在過程中與子女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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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從比對參與學校家長和未參與學校家長的問卷數據，研究小

組亦觀察到較多參與學校家長認同自己對子女的校園生活感到放

心、能與子女在較敏感話題上溝通等。 

 

表 7.25 家長和子女的生活狀況與學校類別的關係 

  家長回應   

 

家長和子女的生活狀況 

 

學校類別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p值 

對子女的校園生活感到放心 
參與學校 7,613 96.7 3.3 

0.001 
未參與學校 3,557 95.4 4.6 

子女能融入學校生活 
參與學校 7,529 96.5 3.5 

0.055 
未參與學校 3,506 95.8 4.2 

子女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 
參與學校 7,622 95.0 5.0 

0.029 
未參與學校 3,538 94.0 6.0 

知道子女的交友情況 
參與學校 7,170 92.8 7.2 

0.002 
未參與學校 3,346 91.1 8.9 

子女樂於參加各種課外活動 
參與學校 7,347 92.0 8.0 

0.000 
未參與學校 3,429 89.7 10.3 

能與子女在較敏感的話題上

溝通 

參與學校 7,179 90.7 9.3 
0.001 

未參與學校 3,320 88.6 11.4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表示無法判斷的家長問卷數字，按次序分別共 1,905 份、 2,026 份、 1,897 份、

2,547 份、2,293 份及 2,570 份；亦不包括無回應的家長問卷數字，按次序分別共 244 份、

258份、262 份、256份、250份及 2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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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另外，比對未參與學校家長，較多參與學校家長表示偶爾或

經常會與其子女討論毒品的禍害、教導子女如何拒絕朋友提供毒

品，以及提醒子女不要參加有機會接觸毒品的社交活動等。這反映

出，參與學校家長可能對青少年吸毒情況的警覺性較高，並且更可

能會採取不同預防措施防止子女接觸毒品。這亦是從另一角度體現

到計劃可能有助增強家長對預防子女吸毒的意識。 

 
表 7.26 家長採取預防子女吸毒的措施與學校類別的關係 

  家長回應   

 

 

預防子女吸毒的措施 

 

 

學校類別 

 

數目 

 (份) 

偶然/

經常
(%) 

從來沒有/

很少 

(%) 

 

 

p值 

提醒子女切勿吸毒 
參與學校 8,773 73.6 26.4 

0.005 
未參與學校 4,206 71.3 28.7 

教導子女如何拒絕他們的朋友

所提供的毒品 

參與學校 8,781 64.0 36.0 
0.000 

未參與學校 4,209 59.9 40.1 

與子女討論毒品的禍害 
參與學校 8,794 62.5 37.5 

0.000 
未參與學校 4,219 57.6 42.4 

提醒子女遠離有吸毒的朋友 
參與學校 8,773 62.0 38.0 

0.002 
未參與學校 4,206 59.2 40.8 

提醒子女不要參加有機會接觸

毒品的社交活動 

參與學校 8,756 61.0 39.0 
0.000 

未參與學校 4,196 57.7 42.3 

留意子女的近況 
參與學校 8,768 55.8 44.2 

0.678 
未參與學校 4,199 56.2 43.8 

試圖找出我的子女有否在社交

活動中接觸毒品 

參與學校 8,755 38.3 61.7 
0.162 

未參與學校 4,196 37.1 62.9 

試圖找出子女有沒有任何朋友

吸毒的 

參與學校 8,759 36.3 63.7 
0.002 

未參與學校 4,190 33.6 66.4 

檢查子女的書包及其他攜帶物

品，是否藏有任何毒品 

參與學校 8,772 30.6 69.4 
0.019 

未參與學校 4,206 28.6 71.4 

註： p值由統計方法卡方（Chi-square test）計算得出。 

 數目不包括無回應的家長問卷數字，按次序分別共 340份、329份、306 份、 340 份、

 367份、352份、368份、370份及 34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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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意見 

 

7.4.7 根據機構問卷調查結果，92.0%的負責同工認同計劃有助學生

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超過八成的負責同工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培養

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

息。 

 
表 7.27 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負責同工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92.0 4.0 4.0 

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88.0 4.0 8.0 

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86.0 2.0 12.0 

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84.0 6.0 10.0 

有助學生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78.0 6.0 16.0 

有助增加同工與學生的互信  76.0 10.0 14.0 

有助增加學生尋求支援的動機  70.0 4.0 26.0 

有助家長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68.0 16.0 16.0 

有助校內老師/員工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68.0 6.0 26.0 

有助機構整合投放在禁毒服務的資源  68.0 12.0 20.0 

有助形成抗毒的社區氛圍  68.0 16.0 16.0 

有助校方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學生  66.0 12.0 22.0 

有助提高同工的專業技能  64.0 24.0 12.0 

有助家長及早識別有吸毒問題的學生  60.0 16.0 24.0 

有助提高社會人士對吸毒問題的關注  52.0 18.0 30.0 

註： 所有負責同工均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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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 

 

校長意見 

 

7.4.8 大部分未參與學校的校長認同計劃對學生有正面效用。超過

八成的校長認同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和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亦有 78.1%的校長認同計劃能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表 7.28 未參與學校校長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校長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84.4 9.4 6.3 

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81.3 0.0 18.8 

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78.1 9.4 12.5 

有助校內老師/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75.0 9.4 15.6 

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71.9 3.1 25.0 

有助增加學生尋求支援的動機  68.8 6.3 25.0 

有助建立校園的無毒文化  65.6 9.4 25.0 

有助校方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學生  62.5 15.6 21.9 

有助家長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59.4 6.3 34.4 

有助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  53.1 18.8 28.1 

有助形成抗毒的社區氛圍  53.1 12.5 34.4 

有助家長及早識別有吸毒問題的學生  50.0 3.1 46.9 

有助學生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46.9 6.3 46.9 

有助家長對學生的校園生活感到放心  46.9 15.6 37.5 

有助建立更好的校譽  31.3 34.4 34.4 

註： 所有校長均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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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意見 

 

7.4.9  超過九成的未參與學校老師認同計劃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

的知識和有助校內老師或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識。亦有 86.7%的老

師認為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表 7.29 未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負責老師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有助學生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96.7 0.0 3.3 

有助校內老師/同事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93.3 0.0 6.7 

讓學生更容易接納抗毒的訊息  86.7 3.3 10.0 

有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83.3 0.0 16.7 

有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80.0 0.0 20.0 

有助家長增加對毒品的認識和警惕  73.3 6.7 20.0 

有助建立校園的無毒文化  73.3 3.3 23.3 

有助表明學校抗毒的決心  73.3 13.3 13.3 

有助學生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70.0 3.3 26.7 

有助增加學生尋求支援的動機  70.0 6.7 23.3 

有助家長及早識別有吸毒問題的學生  70.0 6.7 23.3 

有助校方及早識別有危機的學生  70.0 6.7 23.3 

有助家長對學生的校園生活感到放心  56.7 20.0 23.3 

有助形成抗毒的社區氛圍  53.3 6.7 40.0 

有助建立更好的校譽  40.0 33.3 26.7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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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意見 

 

7.4.10 未參與學校家長對計劃成效的觀感亦是正面。在問卷回應

中，有 83.3%的家長認為計劃有助子女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接近

八成認同計劃有助子女學校建立抗拒毒品的文化和有助子女鞏固遠

離毒品的決心。 

 
表 7.30 未參與學校家長對計劃整體成效的觀感 

 家長回應 

  

整體成效 

數目 

 (份) 

認同 

(%) 

不認同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有助子女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  83.3 3.1 12.7 0.9 

在子女的學校建立抗拒毒品的文化  79.9 3.1 15.5 1.5 

有助子女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  79.1 3.2 16.4 1.3 

有助加深我對子女健康的關注  78.2 5.6 14.7 1.5 

有助子女加深了解驗毒的過程  78.2 3.9 16.7 1.2 

有助我對子女的健康感到安心  77.9 5.5 15.3 1.4 

有助加強我對子女的學校的信任  75.9 4.5 18.2 1.3 

加深了我對毒品的認知  75.3 5.7 17.7 1.3 

觸發有吸食毒品的同學的戒毒決心  68.2 3.9 26.5 1.5 

有助加深我與子女的認識  67.4 7.6 23.5 1.4 

有助加深我與子女的相處  63.4 8.4 26.7 1.5 

 

 

7.5 小結 

 

學生方面 

 

7.5.1 普遍來說，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學生都掌握一定的毒品

知識和清楚吸毒的風險，抗毒決心亦高。數據顯示，超過五成的學

生認為非常容易拒絕毒品，另約有一成的學生抗毒能力較弱。其

中，低年級學生的抗毒能力比高年級學生弱。這反映，學校仍要加

強對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的抗毒預防教育工作。 
 

7.5.2 學生的抗毒能力受多樣因素所影響。超過六成參與學校的學

生表示參與活動有助加深他們對毒品的知識和鞏固遠離毒品的決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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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亦有超過六成參與學校的學生認同測檢部分有助增強抗毒能

力，包括有助加深了解驗毒過程、有助鞏固遠離毒品的決心、有助

加深了解毒品的知識等。在未參與學校方面，不少學生也有參與健

康教育活動，而同樣地亦有超過六成學生認同活動有助其抗毒能力

和知識的提升。 

 

7.5.3 綜合資料所得，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活動種類和參與情

況相當接近。亦有未參與學校透過不同平台與參與學校交流分享，

聆聽有關參與計劃的經驗，這或許會形成溢出效應，使兩類學校在

抗毒預防教育上的模式進一步拉近。然而比對前測和後測的數據，

參與學校的學生比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在抗毒能力方面的升幅較多。 

 

家長方面 

 

7.5.4 家長方面，無論是參與學校或是未參與學校的家長均認同健

康校園計劃的積極影響。較多參與學校家長認同自己對子女的校園

生活感到放心，以及能與子女在較敏感話題上溝通。此外，較多參

與學校家長表示經常或偶爾會與其子女討論毒品的禍害、教導子女

如何拒絕朋友提供毒品，以及提醒子女不要參加有機會接觸毒品的

社交活動。這反映出，參與學校家長可能對青少年吸毒情況的警覺

性較高。這亦是從另一角度體現到計劃可能有助提高家長對預防子

女吸毒的意識，繼而增強家裡保護網，進一步預防青少年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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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計劃未來發展及優化建議 

 

 

8.1 概述 

 

8.1.1 在第四至第六部分，研究小組就計劃的推展情況，以及測檢

和活動部分的參與情況和執行細節進行分析，並提出相應的優化建

議。除此之外，研究小組亦直接透過問卷和訪談收集不同持分者對

改善計劃的意見。研究小組會在本部分綜合就整體計劃、測檢部分

以及活動部分的各項優化意見。 

 

 

8.2 整體計劃 

 

8.2.1 現時計劃主要包含測檢和活動兩部分，先前部分的討論均反

映計劃有一定的成效，尤其能提升學生的抗毒能力以及家長對預防

子女吸毒的意識。學校冀望有充足的資源為學生提供預防教育。社

會各界對禁毒教育的重視和協作有利於形成抗毒的文化。因此，研

究小組建議當局可繼續推行計劃、提供充足的資源予學校、非政府

機構和其他協作的政府部門，並推動更多持份者的參與，務求為學

生營造更大的保護網和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8.2.2 為了優化計劃的設計，研究小組就整體計劃的推動、計劃年

期的設計、計劃撥款、以及行政工作的細節有以下具體的建議。 

 

推動學校參與 

 

8.2.3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超過六成的參與學校持份者、未參與學

校持份者和非政府機構均認為有需要增加宣傳力度以吸引更多學校

參與計劃，以及提供更多資訊以吸引家長支持，詳情見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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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持份者對增加宣傳力度以吸引更多學校參與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參與學校校長 54 77.8 11.1 11.1 

參與學校老師 55 58.2 21.8 20.0 

負責同工 50 72.0 10.0 18.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68.8 15.6 15.6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63.3 13.3 23.3 

註： 所有持份者均有回應。 

 
表 8.2 持份者對提供更多資訊以吸引家長支持計劃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參與學校校長 54 85.2 9.3 5.6 

參與學校老師 55 61.8 18.2 20.0 

負責同工 50 82.0 8.0 1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81.3 6.3 12.5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70.0 10.0 20.0 

註： 所有持份者均有回應。 

 

8.2.4 與此同時，研究小組在第四部分剖析了不管是參與學校或是

未參與學校，校方在考慮是否參加計劃時都十分重視持份者的意

見，尤其是家長對學校的觀感。而未參與學校在決定是否參與計劃

時亦會考慮推行計劃所涉及的運作細節，包括如何保障學生私隱以

及會否增加老師的工作量等。 

 

8.2.5 是次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家長和學生支持計劃。因此，研

究小組建議當局在日後進一步推展計劃時，應傳遞未參與學校的家

長和學生對計劃的支持態度，以釋除未參與學校的疑慮，從而提高

未參與學校的參與傾向。同時，當局宜鼓勵學校主動諮詢不同持份

者的意見，了解他們的意向，並藉此讓更多持份者認識計劃。另

外，當局可考慮更詳細介紹執行計劃的實際運作和相關支援，並鼓

勵學校向家長闡明計劃的細節，尤其是有關測檢部分的執行，讓家

長清晰了解有關內容。 

 



    

111 

 

8.2.6 由於未參與學校需要確定持份者的支持態度，以及充分認識

計劃執行過程才會願意加入計劃，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允許學校

在首次參與計劃的第一個學年彈性選擇部分年級試行測檢部分，以

便學校熟悉執行情況。這樣亦可讓學校向家長和學生加強對計劃的

闡釋，有助加深他們對計劃的認識。在首年試行後，參與學校才需

將測檢部分推廣至全校實行。 

 

8.2.7 另一方面，各持份者之間的交流有助推動學校的參與。超過

六成的參與學校、非政府機構以及未參與學校都認同有需要提供平

台讓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交流資訊。 

 
表 8.3 持份者對提供平台讓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交流資訊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參與學校校長 54 74.1 16.7 9.3 

參與學校老師 55 60.0 20.0 20.0 

負責同工 50 76.0 14.0 1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78.1 3.1 18.8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76.7 3.3 20.0 

註： 所有持份者均有回應。 

 

8.2.8 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合適地將不同計劃書供其他機構參考

或設立平台讓不同參與學校、非政府機構以及未參與學校交流資

訊。當局也可考慮嘗試連繫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舉行分享交流會

或聯校活動，並透過地區網絡邀請未參與學校的不同持份者參加，

讓他們親身接觸計劃和更深入了解實際推行情況。此外，當局可考

慮設立一種認可機制，讓未參與學校甚至社會大眾得知計劃的成效

和參與學校對抗毒的決心。 

 

計劃年期 

 

8.2.9 現時的計劃年期為一年或兩年。根據問卷調查結果，13.8%的

校長表示有需要改變年期至三年或以上，亦有 42.0%的非政府機構

負責同工認同計劃年期需要改變。有校長和負責同工在訪談中表

示，他們認同有需要改變年期的原因主要是希望計劃更切合學生的

成長需要，亦方便策劃活動以及有助減輕行政工作。譬如說，學校

和非政府機構可按學生的高低年級有效地設計活動。負責同工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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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工的經驗是影響活動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工能有更多

組織相關活動的經驗和更長時間與學生互動，可有利他們與學生建

立互信的關係、鼓勵學生參與活動，以及強化抗毒預防活動的效

用。部分負責同工亦指出，延長計劃年期有助非政府機構調配資源

和有利人手的穩定性。然而，亦有校長和負責同工反映，由於需要

考慮活動內容和計算開支預算，計劃年期不宜過長。 

 

8.2.10 另一方面，根據第五部分的分析，表示持續同意參與測檢的

學生會更認同測檢的成效。這反映保持計劃的穩定性有利於學生發

展。 

 

8.2.11 因此，研究小組建議當局可增加年期為三年的選擇，並鼓勵

學校和非政府機構設計更多具連續性和配合學生發展的活動。同

時，當局可考慮允許學校在計劃首年讓學生一次性地表達其參與測

檢的意願。學生如不願意繼續參與測檢，可向學校書面表示退出。

這樣亦可簡化學校方面的行政安排。 

 

計劃撥款 

 

8.2.12 禁毒基金會會為學校提供一筆過撥款以配合計劃的執行，另

外亦會撥款予學校或夥拍的非政府機構進行測檢部分和活動部分。 

 

8.2.13 學校方面，大部分的金額用於聘請行政助理、項目助理等人

員支援計劃。有些學校亦會利用撥款資助校方或夥拍的非政府機構

舉辦抗毒預防活動。有 18.5%的參與學校校長表示撥款金額不足

夠。根據訪談，大部分校長認為學校部分的資助金額一般是足夠

的，亦能彈性地利用，亦有部分校長表示撥款金額不足夠聘用人

手。 

 

8.2.14 至於測檢部分的撥款，非政府機構負責同工沒有特別的意

見。而正如第五部分的分析，研究小組建議當局增加對政府化驗所

的支援，以讓化驗所有充分的人手和資源安排進行測檢。 

 

8.2.15 有關活動撥款方面，超過八成的負責同工和參與學校校長都

表示有需要增加撥款，以便舉辦更多抗毒和個人成長活動。根據訪

談的意見，學生較喜歡體驗活動，但這些活動的經費成本越來越

高，因此部分校方和非政府機構表示希望能夠提高活動方面的資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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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持份者對增加活動部分資源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參與學校校長 54 81.5 11.1 3.7 3.7 

參與學校老師 55 56.4 30.9 12.7 0.0 

負責活動的同工 42 85.7 9.5 4.8 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71.9 3.1 25.0 0.0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80.0 6.7 13.3 0.0 

 

8.2.16 另外，92.0%的負責同工表示希望在計劃下可設立措施減少負

責同工的流失。從訪談得知，非政府機構獲得的資助一般是以相關

職位的起薪點計算，而非政府機構又難以調配額外資源，以致未能

透過加薪來吸引或安排經驗較豐富的同工留下繼續負責計劃。 

 

8.2.17 學生、校長、老師以及負責同工都認同參與活動能有效幫助

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正面價值觀。而持續和穩定的人手安排

可有利同工與學生建立互信的關係，以及強化抗毒預防活動的效

用。因此，研究小組建議當局接納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的意見，增加

活動部分的撥款，並增加聘用人手方面的資助，為學校和非政府機

構提供更充足的資源舉辦有利學生的活動。 

 

行政工作的細節 

 

8.2.18 根據負責老師的問卷調查結果，超過八成的老師認為填寫報

告和處理會計事宜的工作量合適甚至頗少。而負責同工在訪談中普

遍都表示相關的報告填寫簡單。 

 
表 8.5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在整個計劃的工作量 

  負責老師回應 

 

整個計劃的工作 

數目 

(份) 

頗少 

(%) 

合適 

(%) 

頗多 

(%) 

填寫報告 44 4.5 84.1 11.4 

處理會計事宜 41 14.6 70.7 14.6 

註： 所有負責老師均有回應，但有老師會因未有負責相關工作而回應‘不適用’，而數目

已扣 除‘不適用’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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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9 然而，根據問卷數據，86.0%的負責同工及超過七成的參與學

校校長和老師認為需要簡化調整執行計劃的程序。另外，有一半的

負責同工、參與學校校長和老師認為需要統一報告的量度單位。 

 
表 8.6 持份者對簡化調整執行計劃程序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參與學校校長 54 72.2 9.3 16.7 1.9 

參與學校老師 55 76.4 12.7 10.9 0.0 

負責活動的同工 42 86.0 8.0 6.0 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50.0 6.3 43.8 0.0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63.3 3.3 33.3 0.0 

 
表 8.7 持份者對設定統一報告的量度單位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參與學校校長 54 55.6 13.0 29.6 1.9 

參與學校老師 55 49.1 29.1 21.8 0.0 

負責同工 50 64.0 12.0 24.0 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50.0 6.3 43.8 0.0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56.7 13.3 30.0 0.0 

 

8.2.20 此外，有負責同工、校長及老師認為現時計劃的相關文件沒

有統一守則或參考文件，如有關填寫計劃書等。而填寫報告很多時

需要涉及多位人員的協調才能完成報告，故此希望有更多指引和參

考資料，以及調整提交報告的頻次。 

 

8.2.21 有見及此，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優化執行計劃書的範本，

以及提供填寫不同報告的指引或參考範本，讓其他申請機構或學校

可作參考。 

 

處理和監督計劃的推行 

 

8.2.22 約超過兩成到六成的持份者認同當局需要增加人手，以便加

快處理手續。亦有受訪的校長和負責同工表示希望盡快得知申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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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便安排相關人手。另外，有校長、老師及負責同工在訪談中

表示希望禁毒基金會可多安排相關人員到訪參觀計劃下的活動，從

而提高相關活動的認受性和個別活動的吸引度。研究小組建議當局

考慮安排或增加相關人手以配合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的需要。 

 
表 8.8 持份者對增加有關政府部門人手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參與學校校長 54 42.6 29.6 25.9 1.9 

參與學校老師 55 25.5 36.4 38.2 0.0 

負責同工 50 50.0 16.0 34.0 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59.4 9.4 31.3 0.0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53.3 10.0 36.7 0.0 

 

 

8.3 測檢部分 

 

8.3.1 參與學校的持份者對現時測檢的安排感到滿意，同時認為測

檢對學生抗毒能力有一定的成效。持續同意參與測檢的學生亦更認

同測檢部分的影響。家長亦感到安心以及增強對校方的信心。而學

校可藉測檢部分表明抗毒的決心以及對吸毒問題的重視。因此，研

究小組建議繼續保留計劃的測檢部分，鞏固先前取得的成果。而隨

著青少年的吸毒情況持續改善下，當局於未來可能有需要探討調整

計劃下的測檢部分的運作。 

 

提升參與測檢率 

 

8.3.2 由於數據反映學生和家長都非常關注測檢細節和如何保障學

生私隱，研究小組建議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在推行計劃時，可以

考慮利用多種方式讓學生和家長更清楚了解測檢部分的具體執行過

程。同時，學校可根據校情考慮增添配套服務，豐富測檢過程，從

而增加學生的個人體驗。 

 

8.3.3 為提高學生對未來繼續參與測檢的確定性，參與學校和非政

府機構亦有需要向學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就參與計劃後的體驗

和效用進行回顧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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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調整 

 

8.3.4 在測檢抽樣方面，部分學生表示會介意學年被重複抽中且可

能影響他們在未來的參與。參考其他持份者對測檢比率的意見， 

42.6%的參與學校的校長、43.6%的參與學校老師、40.6%的未參與

學校校長、40.0%的未參與學校老師以及 25.0%表示有負責測檢的同

工亦認同有需要按實際參與率對測檢學生的抽樣比率作出調整。 

 
表 8.9 各持份者對改善抽樣比率的意見 

 持份者回應 

 

持份者 

數目 

(份) 

需要 

(%) 

不需要 

(%) 

無法判斷 

(%) 

無回應 

(%) 

參與學校校長 54 42.6 40.7 14.8 1.9 

參與學校老師 55 43.6 32.7 23.6 0.0 

負責測檢的同工 28 25.0 32.1 42.9 0.0 

未參與學校校長 32 40.6 6.3 53.1 0.0 

未參與學校老師 30 40.0 16.7 43.3 0.0 

 

8.3.5 因此，研究小組建議當局考慮增加測檢抽樣方面的彈性，例

如更明確地訂明容許個別學校按參與人數和校情調節抽樣次數和比

例，以減輕學生在同一學年被重複抽中進行測檢的情況，從而提升

學生繼續參與測檢的動力。這同時也可減少測檢與學校其他活動相

撞的情況。 

 

 

8.4 抗毒預防活動部分 

 

8.4.1 參與學校的持份者和負責同工均認同活動部分的運作順暢，

且能按校本需要設計和舉辦適合學生的活動。鑑於持份者均認同現

時活動部分的運作模式和成效，研究小組建議保持活動設計的彈

性。 

 

增加活動多樣式和互動性  

 

8.4.2 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宜繼續舉辦多樣化的活動、設計更多新穎

和互動性強的活動，並可考慮以不同方式收集學生意見或讓學生參

與設計活動，以維持活動吸引力和學生的參與率。研究小組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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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鼓勵學校推行聯校活動，包括與未參與學校合辦活動。這不但

可以促進學校之間和學生之間的分享和交流，又可將健康校園文化

向外推廣。 

 

提升家長參與率 

 

8.4.3 家長對活動效用的正面評價反映舉辦家長活動的積極意義，

並且有利於提高健康意識和家長對學校的信任。研究小組建議當局

繼續鼓勵參與學校舉辦家長活動，並提供資源支持有關活動。有見

現時家長活動的參與率不高，參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宜考慮如何調

適家長活動的內容和時間安排，以吸引更多家長參加活動，更可建

立良好的家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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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量性研究方法 

 

 

A1. 調查問卷抽樣方式 

 

學生問卷 

 

參與學校 
 

A1.1 研究小組邀請所有 70 間於 2015/16 學年已參與「健康校園計

劃」一年或以上的學校參與是次研究。就同意參與研究的學校，研

究小組會按年級進行分層隨機整群抽樣，從每級中隨機抽選一半

（或進位後的整數）的班別參與研究，以確保有一半的學生和學生

的家長被邀請參與研究。舉例說，若某一年級有四班，研究小組會

隨機抽選兩班參與研究；若某個年級有三班，亦會隨機抽選兩班參

與研究。研究小組邀請被抽中的班別的所有學生參與研究。 

 

未參與學校 
 

A1.2 研究小組採取兩個階段的分層隨機整群抽樣的方法，在全港

未參與學校中選取學生樣本。在第一階段，研究小組根據參與學校

在各區（香港、九龍及新界）的數目，隨機抽選各區對應數目的未

參與學校參與是次研究。為確保未參與學校與參與學校的背景盡量

相近，除以地區作主要考慮外，在抽選對應的未參與學校的過程

中，研究小組亦會考慮參與學校的類型（如男女校、課程類別、資

助類別等），期望是次研究能涵蓋不同類型的學校。對於每間被抽

選的未參與學校，研究小組亦根據同一原則抽選兩間學校作為候

補。當被抽選的學校拒絕參與研究，研究小組便會邀請候補學校參

與研究，以確保有匹配數目的未參與學校參與研究。 

 

A1.3 在第二階段，就同意參與研究的學校，研究小組會按年級進

行分層隨機整群抽樣，從每級中隨機抽選一班參與研究。研究小組

會邀請被抽中的班別的所有學生參與研究。 

 

前測和後測問卷 
 

A1.4 學生問卷採用了配對前後測設計去觀察學生於前測時間和後

測時間的變化，因此需邀請同一批學生填寫前測和後測問卷。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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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參與後測問卷調查的學校，研究小組會邀請曾於前測時被抽中的

班別的所有學生參與填寫後測問卷。由於調查是不記名，故此即使

被抽中的班別中可能有個別學生未有完成前測問卷，他們仍會獲邀

參與後測問卷調查。 

 

家長問卷 

 

A1.5 研究小組邀請所有被抽選參與研究的學生的家長填寫問卷，

每位學生只需交回一份家長問卷。為免產生加權效果，假若某家長

有多於一名子女同時被抽選進行學生問卷調查，該家長只須填寫一

份家長問卷，並將餘下家長問卷留空及指出為重覆性問卷，一併交

回學校。 

 

校長和老師問卷 

 

參與學校 
 
A1.6 研究小組邀請所有於 2015/16 學年已參與「健康校園計劃」

一年或以上的學校參與是次研究，並邀請其校長以及負責推行計劃

的老師填寫問卷。 
 

未參與學校 
 

A1.7 研究小組邀請所有同意參與研究的學校的校長填寫問卷。研

究小組亦邀請於校內負責德育、訓導或健康教育的老師填寫問卷。 

 

非政府機構 

 

A1.8 夥拍上述參與學校提供抗毒預防活動及測檢的非政府機構服

務點分別共有 20 個及九個，當中七個為同時提供抗毒預防活動及測

檢的非政府機構服務點。 

 

A1.9 於非政府機構內負責推行「健康校園計劃」的督導人員及負

責社工的人數不多。故此，研究小組邀請所有於 2015/16 學年參與

計劃超過一個月的有關同工（包括督導社工、前線社工以及醫護人

員）參與研究，以期更全面了解負責不同工作的同工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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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問卷調查流程 

 

A2.1 在徵得學校同意後，研究小組會與學校商討送遞問卷事宜。

就學生問卷而言，研究小組會按已抽選班別的人數，送遞問卷至學

校，並由班主任或負責老師安排學生填寫問卷。待完成後，學校的

負責老師便聯絡研究小組收回問卷。 

 

A2.2 為保障學生個人資料及其回答的內容，每份學生問卷均有獨

立編碼，印於封面及資料頁。學生在收到問卷後，需先於資料頁填

寫出生日期、年級、班別及性別(有關資料將用作配對前測和後測問

卷)，然後將資料頁與問卷分開，並首先交回老師。老師需把所有收

回的資料頁放入獨立的公文袋內並妥善儲存。之後，負責老師需另

再安排時間讓學生填寫問卷。老師需把所有收回的問卷放入一個獨

立的公文袋內並妥善儲存。 

 

A2.3 研究小組收回資料頁和問卷後，會把資料輸入獨立電腦。在

完成輸入所有學生問卷的回答內容及個人資料後，研究小組便利用

獨立編碼將回答內容及個人資料配對，以作進一步分析。此外，研

究小組依靠學生的出生日期、年級、班別及性別配對學生的前測和

後測問卷。 

 

 

A3. 量性資料的數據分析 

 

A3.1 報告內會運用多種統計分析，亦會於本部分概述。同時，問

卷的設計雖有不同程度的選項，但研究小組會視乎統計分析將各選

項整合（包括將類近選項合併）。 

 

平均值 

 

A3.2 平均值（Mean）是統計上最常用的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y）測量值，是從眾數值的總和除以其項數得出，以計算出

眾數值的‘中間值’。 

 

p值 

 

A3.3 p 值即是觀察的顯著性水平（Significant Level）。在本報告

中，若然 p值低於 0.05時，該項便有顯著的變化或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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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檢驗 

 

A3.4 t 檢驗（t – test）是檢驗兩組主體的平均值是否相同，當中用

於兩個獨立樣本及配對樣本。若然 p 值低於 0.05 時，該項檢驗便有

顯著的差異。 

 

Mc Nemar檢驗 

 

A3.5 Mc Nemar 檢驗（Mc Nemar’s test）是確定配對比例是否存在

差異。若然 p值低於 0.05時，該項檢驗便有顯著的差異。 

 

卡方 

 

A3.6 卡方（Chi-square test）是檢驗兩組主體的關係有否傾向性。

若然 p值低於 0.05時，該項檢驗便有顯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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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樣本 

 

參與學校前測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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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後測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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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家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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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老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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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校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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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學生前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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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學生後測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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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家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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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老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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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學校校長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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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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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研究局限 

 

 

A4. 研究局限 

 

A4.1 本研究的局限主要是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測檢與抗毒預防活動的交叉影響 

 

A4.2 現時大部分參與學校會在相同時段安排測檢與抗毒預防活

動。因此，測檢成效和抗毒預防活動成效會互相影響，難以獨立區

分。 

 

「健康校園計劃」以外的影響 

 

A4.3 隨著參與學校的經驗累積，並與未參與學校有不少分享經驗

的機會，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之間的互相借鏡或會形成溢出效應

（Spillover Effect），將兩類學校在抗毒預防教育上的模式拉近。 

 

A4.4 此外，參與學校和未參與學校的學生均有機會從校外獲得抗

毒的相關資訊。例如，他們可透過地區團體或非政府機構推動的地

區性抗毒預防活動取得抗毒信息，亦可從大眾傳媒的宣傳短片或節

目了解毒品的禍害。在這些情況下，學生於前測和後測之間的變化

或是受多方面的影響，未必單只與計劃有關。 

 

前後測的限制 

 

A4.5 由於進行前測和後測問卷調查的時間只相距大約三個月，  

因此研究小組相信部分計劃的成效未必可以能完全反映出來，而計

劃的長期效應需要繼續進行探討。 

 

A4.6 另一方面，參與學校的中二至中六學生並非從 2015/16 學年

開始接觸計劃，在評估成效上可能會受到過往經驗的影響，亦難以

區分成效是長期形成或短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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