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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毒品危害防制中心「青少年暑期多元學習發展計畫」 

壹、 緣起： 

近年來因社會結構、文化變遷及國際間交流頻繁，毒品氾濫問題日益

嚴重，不僅製造及施用毒品案件增加，犯罪年齡更有下降之趨勢；又當前

多為雙薪家庭，高風險家庭案件亦逐漸增加。為協助本市高關懷青少年於

課後或連續假期之生活教育，避免家中乏人照顧而流連不歸，並考量其身

心發展及在外安全，需結合各公私部門間之資源與人力，運用社會資源與

高關懷措施照顧本市是類青少年。 

貳、 目的： 

一、 協助本市高關懷青少年於暑期連續假期中獲得妥善之照顧。 

二、 加強對於本市高關懷青少年生活輔導、品格教育之教導。 

三、 輔導並發掘本市高關懷青少年於藝術、音樂、舞蹈及體育等多元領域之

興趣，適性發展。 

參、 計畫對象：以本市高關懷青少年具偏差行為（含中輟、霸凌、藥物濫用

等）者優先。 

肆、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空軍一村 

伍、 辦理期程： 

第一梯次：109年 7月 20日至 7月 30日。 

第二梯次：109年 8月 10日至 8月 20日。 

陸、 計畫內容： 

一、 辦理方式：與民間戲劇團體合作，由毒防中心提供衛生教育宣導內容，

劇團規劃具反毒、拒毒議題之課程內容及帶領營隊活動，使本市青少年

於營隊中自然獲得各項防毒知能及拒毒技巧，並於營隊結束辦理成果

發表會。 

二、 課程規劃：讓學員於參與營隊中獲得正向成長、發掘興趣及將反毒知能

內化，避免因家庭、網路交友影響而接觸毒品。（課程綱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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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 詳細內容 

青少年生活教育 
品格教育、法治教育、性別平等、生涯規劃或

其他有助於健全青少年身心及人格發展等課程 

多元學習 
音樂、舞蹈、藝術、體育、戶外活動、肢體互

動等相關課程，讓青少年發掘興趣、放鬆身心 

衛生教育宣導 

將藥物濫用防制知能以趣味活動或多元手法包

裝，藉以增加青少年對於衛生教育議題之接受

度 

成果發表 
營隊結束時舉辦成果發表，展現於營隊中學習

之技能，增進青少年自信心 

三、 課程時間：每日課程 7 小時，成果發表 4 小時，共 67 小時/梯，總計

134小時。 

四、 計畫人數：辦理 2梯次，每梯次 15～20人，總人數約 30～40人。 

柒、 預期效益： 

一、 提供高風險青少年暑假期間照顧環境及學習場所。 

二、 藉由本計畫加強生活輔導、品格教育等輔助課程，培養正面觀念、強化

親子關係並輔導及培養學生在藝術、音樂、舞蹈及體育等多元領域之才

能，適性發展。 

三、 預計受益人數：30～40名青少年。 

 

捌、 甘特圖: 

         月份 

項目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工作小組會議        

合作團體接洽        

確認場地        

課程規劃        

招募參與活動對象        

營隊活動開始        

活動成果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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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分工表： 

局處 分工項目 說明 

衛生局 接洽合作單位 1. 計畫撰寫 

2. 接洽合適之戲劇團體協助辦理活動 

3. 擔任合作團體之聯絡窗口 

教育局 高關懷青少年學生

招募及管理 

1. 向各學校招募高關懷學生參與營

隊，每梯次招募 10～15名學生，2

梯次共 20～25名。 

2. 管理學生出缺勤，並取得家長同意

書 

社會局 高風險家庭青少年

招募 

1. 向各社福中心招募適合參與之青少

年參與營隊，每梯次招募 10～15名

青少年，2梯次共 20～25名。 

2. 管理青少年出缺勤，並取得家長同

意書 

警察局少年

隊 

高風險家庭青少年

招募 

1. 由少輔會招募適合參與之青少年參

與營隊，每梯次招募 10～15名青少

年，2梯次共 20～25名。 

2. 管理青少年出缺勤，並取得家長同

意書 

 

壹拾、 敘獎辦法: 

為有效推動各局處積極轉介本市高關懷生參與「青少年暑期多元學

習發展計畫」，擬定下列敘獎辦法： 

一、 推薦 6名以上高關懷生，敘嘉獎 1次。 

二、 推薦之學生完成營隊活動達 3 名，敘嘉獎 1 次；完成活動達 6 名，敘

嘉獎 2次。 

壹拾壹、 防疫計畫措施 

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目前營隊每梯次人數約為 20～30人之小型活

動並於室內舉行，相關規定將依照中央主管機關「COVID-19（武漢肺炎）」

公眾集會因應指引辦理。 

一、 事先掌握報名參加者資訊，是否有於流行地區旅遊史、確診病例接觸，

進入活動前進行症狀之初步評估及量測體溫。 

二、 室內活動盡量開窗或利用通風換氣設備保持空氣流通。 

三、 未能保持至少 1 公尺之社交距離，須全程配戴醫用口罩並落實手部清

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