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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积极探索新型青少年禁毒教育方式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防毒
近几年，本市新增涉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占多

数。浦东新区的统计显示，吸食合成毒品人员中，25岁
以下的占比18.5%。由此，针对青少年的禁毒宣传尤
为迫切，只有狠抓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才能从源头上

防控吸毒人员队伍扩大。市委书记韩正近日作出指示，
积极探索符合青少年成长特点的新型科普教育方式，
让更多人从小就充分认识毒品的巨大危害，养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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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宣传小漫画小动画

如何对初中生开展好禁毒教育是学校的
责任和义务。长桥中学以徐汇区创建首批禁
毒示范学校为契机，将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纳入学校法制教育的重点内容，并根据初中
生的特点，摸索出有效的教育模式，建立起学
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提高教
育成效。

课堂是长桥中学学生接受毒品预防教育
的第一场所，通过历史课和化学课，学生接触
到毒品的有关知识，在班会课、政治课上，进
一步讨论、认识毒品的危害，建立起拒毒、防
毒意识。学校还聘请法治副校长对全体学生
进行禁毒教育的专题讲座，请长桥街道的禁
毒社工为学生送教上门。每年，结合社会考察
和暑期返校活动，七八年级学生参观禁毒科
普教育馆，通过实例和体验环节，进一步提高
识毒、拒毒和防毒的能力。

此外，学校继续摸索更贴合学生特点的
教育方式。“初中生处在既不幼稚又幼稚的阶
段，禁毒宣传的影像冲击力大，看了人会很难
受，有没有更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校长葛
亦周说。学校将校本拓展课程建设重点动漫
绘画与毒品预防教育相结合，设计以禁毒为
主题的单元教学，鼓励学生把课堂中生动的
感受创作成宣传小漫画、小动画。“我们讲‘内
化于心，外化于形’，学生对毒品有了充分认
识，就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葛亦周说。

文艺作品推动法制教育

在区教育局和区禁毒办的重视支持下，
首届徐汇区中小学“长桥杯”禁毒动漫绘画创
作比赛以“远离毒品 健康人生”为主题，共有
!"所学校、#$"人参加。比赛别出心裁，请学
生在环保袋上创作禁毒宣传的动漫作品，获
奖作品在区西南文化中心展出，在社区和居
民中扩大宣传。徐汇区教育局将获奖作品印
制成书签，分发给全区的中小学生，进一步发
挥活动影响力。
“长桥杯”禁毒动漫绘画创作比赛形成两

年一赛的机制，“我们的方式是以文艺作品推
动法制教育，学生通过不同平台的尝试、体
验，提升识毒、拒毒和防毒能力，同时也有成
就感。”葛亦周说，下一步将继续扩大活动的
辐射力，计划邀请社区居民一同参与，并与高
中的模拟法庭拓展课形成联动，由此，搭建学
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框架。

长桥中学于 %&#'年和 %&#$年连续两次
荣获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学校学
生培养目标中有一条是“知法守纪”，葛亦周
说，通过常规教育、基础课程和特色项目建
设，促进禁毒教育工作落实，学生在头脑中自
然生成法制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

家庭教育底线是不涉毒

国家禁毒办、教育部等 #"部委制定下发
的《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划（%&#()
%&#*）》中指出，未来 '年，禁毒宣传教育将以
#&岁至 %$岁的青少年为重点宣传对象，以学
校为宣传主阵地，依托禁毒教育馆等校内外
场馆，广泛发动和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

记者从市禁毒办了解到，上海的青少年
禁毒教育工作起步较早，在学校的主阵地外，
市禁毒办和市教委联手持续多年开展青少年
禁毒宣传“八个一”活动，其中，从 %&#$年 #%

月至 %&#(年 $月，市禁毒科普教育馆共接待
团队参观者 "$%&(人次，并通过开设禁毒流

动课堂和开行禁毒宣传车，扩大宣传辐射面。
针对学生群体不同的年龄和心智发展，

本市青少年的校外禁毒教育有的放矢。小学
生由家长带领参与暑假禁毒亲子活动。%'所
示范性高中与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签约，学生
需要在该馆完成 (&个课时的社会实践活动，
并接受严格培训，活动结束后提交禁毒微论
文。市禁毒科普教育馆与本市 "$所大专院校
合作，创建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基地，为每名志
愿者提供 "*小时实习机会。

通过各方积极协作，从课内课外、校内校
外、生理心理、家长老师等渠道帮助青少年了
解禁毒常识，掌握防毒技能，禁毒教育取得了
可喜成果。%&#$年全市群众对禁毒知识的知
晓率达到 +!,"-，大家非常认同禁毒教育要
从娃娃抓起，很多家长反映，自己要求孩子做
人的底线是不涉毒，并主动带孩子去禁毒科
普教育馆参观，参加各类亲子实践活动。

教会孩子识别合成毒品

据市禁毒办统计，初次涉毒大都发生在
青少年走出校园、踏上社会这一段时间内，而
且是在与熟人交往时。

据了解，初次被查获的吸毒人员中，九成
都使用合成毒品。市禁毒办综合处处长徐川
告诉记者，吸食合成毒品后，人体的生理反应
可能没有吸食海洛因后那么强烈，具有隐蔽
性，初期较难让人察觉。徐川说：“实际上合成
毒品伤害中枢神经，吸食后会出现精神症状，
像幻听、幻视和幻觉，进而导致严重的精神障

碍和行为后果，比如毒驾、自伤自残、伤人
等。”徐川说，面对青少年的禁毒教育根本目
的是教授未成年人相关的识毒常识、防毒技
能，帮助他们在成年后面对毒品的诱惑具备
识辨能力，谨慎地做出选择。

社区青少年禁毒帮教结合

面向社区青少年，本市建立以社区为主
阵地、禁毒文化熏陶和社会帮教服务相结合
的禁毒教育工作模式。由浦东新区政法委主
管的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以下简称中致
社），为浦东新区 #"岁至 %$岁的失管青少年
提供专业化社区服务，总干事张平告诉记者，
帮教社工的工作从对象涉毒记录在案就开始
了，先到戒毒所和拘留所与涉毒人员进行沟
通，涉毒人员出所后，通过对其在生活、生理
和心理等问题上作出评估，社工有的放矢进
行心理疏导，引导其正向成长。

在浦东新区 '(个街镇的工作点，中致社
共有 %*&名帮教社工。社工的工作会遇到很
多困难。比如涉毒人员居无定所，很容易失联；
涉毒人员的家庭不接纳他；最大的障碍来自涉
毒人员本人。涉毒人员初期都抗拒与外界接
触。张平说，从心理上讲，他们不愿意这段经历
被外人知道。这种时候，社工就要注意方式方
法，取得涉毒人员的信任，帮助其打开心扉。

有一个涉毒人员出所后拒绝任何接触，
中致社的郑社工几次登门都遭到抗拒。有一
次，郑社工带涉毒人员去康复中心，对方仍旧
拒绝，并说，“我腿不好，要么你送我去！”郑社

工二话没说，开着车就来接他。这下，涉毒人
员被感动了。“他意识到，我们的社工是真心
实意要帮助他，而不是像他之前认为的，这个
社会对自己只有鄙视和忽略。”张平说。

涉毒家庭子女需更多关怀

涉毒家庭子女同样是急需社会关怀、教
育的一个群体。张平说，“记得有次去一个涉
毒家庭，父母都吸食毒品，孩子就跟着爷爷奶
奶过。爷爷跟我说：希望孩子长大别再像自己
这样只吃一块肉，而是能吃上两块、三块肉。
这样的家庭和孩子我们一定要提供机会。”

中致社副总干事郑文勇介绍，涉毒家庭
子女有几个特点，比如自闭，拒绝与外界交
流；比如性失范，尤其女孩在得不到家庭关爱
后就从社会上寻求弥补，交“男朋友”，导致未
婚先孕、流产的案例很多；同时，这类青少年
违法几率高，甚至有的在父母影响下也涉毒。
针对涉毒家庭子女，学校要避免让其受到二
次伤害，多观察，多关心，发现问题及时配合
相关机构进行干预。

中致社联系陆家嘴白领社区，由“白领先
锋”志愿者上门为涉毒家庭子女辅导学业，并
通过基金会对涉毒家庭子女进行助学。去年，
中致社组织学习成绩较好的涉毒家庭子女参
加夏令营。“我们带孩子们去了北京。很多孩
子读到中学还是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坐缆
车。”郑文勇说，“长城的缆车是自费项目，有
个孩子就提出‘走走更健康’，不乘缆车，我们
了解他家庭经济拮据，就陪着他一起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