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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困惑与出路 
◆姜银燕 

（天台县素质中心） 

 
摘要：毒品是危害人体身心健康的一大因子，是社会的一大毒瘤，对青

少年进行毒品预防教育，是贯彻落实禁毒法规、保护国家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环节。中小学的毒品预防教育是展开禁毒运

动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禁毒形势非常严峻，但

中小学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却没有跟上新时代变化的脚步，存在形式比

较单一、内容十分陈旧、教育不深入等等问题。根据我国教育理念，毒

品预防教育应该由家庭、社会及学校三方面教育共同完成，但目前这三

个教育渠道并没有互通形成合理，学校教育没有发挥主渠道的作用，过

于德育化的毒品预防教育无法正确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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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预防不仅仅是指预防吸毒，还包含种植、制作、收藏、
运输、贩卖毒品和毒具等不法活动，毒品预防教育是提高全民禁
毒认知、抑制毒品危害的治本之策。青少年是国家民族和社会发
展的基石，他们对于外界诱惑抵抗力差、道德行为意识不完善、
经验常识不足、自控能力较差、好奇心强、人口基数大，所以中
小学成为禁毒教育的重要和必要场所。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和日
益变化的毒品市场，我们必须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突破，形成一系
列完整的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意
识[1]。 

一、目前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困境 
1.恐吓式教育引发的逆反心理 
在我国的教育理念中，过于看中“恐吓式教育”的作用，从

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面对违法违规或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
行为，一律以不准、不许等词汇进行限制，而限制标准一般是“严
厉的处罚”。一般的毒品预防课程，教师基本是以照本宣科的方
式，为学生读一些教材课本中的相关内容，向学生灌输禁止吸毒、
贩毒的理念。在社会宣传、教材讲解中，中小学生常见的都是一
些骨瘦如柴、病入膏肓的吸毒者或者象征毒品的骷髅、尸体等图
片，试图以恐怖化的形象树立学生对毒品的畏惧意识。但是中小
学生性格活跃，过分严厉的约束和限制会引发他们的逆反心理，
产生尝试一下的念头甚至会沉迷于这种刺激感，教育就起到了反
效果。 

2.任务取向和被动开展 
目前很多学校和家长都没有意识到毒品对中小学生潜在的

影响和危害，在很多教育者看来，毒品还是一个离学校这座象牙
塔十分遥远的事物，却没有发现如今的毒品种类越发多样，形式、
作用也各有特点，一些不起眼却危害性大的毒品已经开始慢慢渗
透各大中小学校。特别是在升学压力和社会竞争之下，毒品预防
教育目前已经成为中小学教育中可有可无的课程，与其他应试课
程相比，明显处于边缘地带。不管是家长、社会还是教师，都认
为只要控制好毒品的来源和流通，让毒品远离学校，就能杜绝青
少年涉毒行为。为此，很多中小学的毒品预防教育都是在一定的
要求和特定的时间内，进行形式上口头宣传教育，不仅没有日常
的常规教学，其教学目的也就是让学生大致知道几种毒品的名称
及一般危害[2]。 

教学任务不准确、工作方式被动导致我国中小学生缺乏系统
全面的禁毒知识和抗毒能力，即便在校期间杜绝了其与毒品接触
的可能，一旦他们离开学校、踏入社会，面对众多的诱惑，很难
正确分辨并把控自己。 

3.单一的形式与片面的内容 
由于对毒品预防教育的无知，家长很少会在家庭教育中涉及

禁毒知识，而社会教育则将毒品预防工作的重心放在社会群体以

及种植毒品、吸食毒品、贩卖毒品的重点区域和走私活动频繁的
边境地区。所以，对中小学生进行禁毒教育的任务就落在了学校
教师身上，而大部分的教师仅仅是按照书本教材的内容进行单一
的讲解，对学生进行已有毒品的共性宣传。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在
接受教育后，能明白毒品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对人的身体产生
危害的物品，但是对上瘾的反应、毒品的组成、解毒的艰巨性、
对身体的危害性以及染上毒瘾的可能性都没有正确、系统的认
识，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和应有的警惕。而一些教师也会以西方国
家的吸毒现象作为宣传文本，以道德沦丧、消极颓废、生活糜烂
等言论对瘾君子进行抨击，过于强调初次吸食毒品产生的头晕、
恶心、呕吐等现象，却没有阐述这些不良反应中隐藏的诱惑力。 

4.师资力量薄弱，缺乏渠道合作 
因为缺乏毒品预防教育的专业人员，特别是专业教师人员不

足，学校无法完成作为禁毒教育主渠道的教学任务。毒品预防是
一个长期持续的工作，除了基本的学校教育外，还需要社会与家
庭三者进行合力，帮助学生构建一个全面深入的知识体系和禁毒
意识。但是目前很多教师都不具有教育和沟通的教学能力，家庭
教育缺乏、社会教育缺失、学校教育忽视，导致学生并没有真正
了解和接触到禁毒的相关知识。 

二、我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出路 
1.多方合作、资源整合 
社会、家庭、学校是进行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的主要渠道，

三者必须要相互沟通协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网。首先是作为
主渠道的学校教育，必须要做好教育和链接工作，除了深化学校
教育之外，还需要积极与社会、家庭沟通，引导社会资源向中小
学生倾斜，扩大禁毒宣传面积范围，将中小学生作为防毒工作的
重点；然后是与家长进行沟通，通过白皮书、宣传画等形式，引
导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禁毒教育，树立学生
的禁毒认知和警惕意识，建立全面的禁毒知识。 

2.以理服人、体验教学 
恐吓式教学只能起一时的作用，不仅作用有限，长此以往还

会产生巨大的反弹力，为此，教师应该多采用直观的、感性教学
以理服人，让学生在直接的感受体会中自然而言地产生正确的思
想价值观念和毒品防治意识。要进行体验式教学，教师就必须要
打破固有思维的限制，不要以“敬而远之”作为教学理念，而是
让学生真正走进吸毒者的圈子，直观体会观察毒品的特点和危
害，让学习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相互的作用力，从体验中发现
知识、认识自我。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教师需要掌握学生的
心理状况，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采用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小
组讨论等形式，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体验感和决策力[3]。 

此外，进行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需要重视生活与教材的辩
证统一，重视禁毒知识的更新深入，不要只停留于表面。 

3.人才建设、优化教材 
学校教育是中小学禁毒教育的中心，教师是学校教育的支

撑，社会各界应该重视专业教师的培训和选拔，并优化教材内容，
剔除过于空泛和夸大的部分，以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真实
的形象作为教学内容。所以，学校应该定期派遣专业的教师参加
相关的培训和选拔，及时更新相关的教学内容，除了基本的毒品
知识外，还需要向学生讲解毒品的组成、类型、危害、成分、价
格、分布以及上瘾的状态和戒毒的困难等等。比如近些年在青少
年中出现并“流行”的“彩虹烟”就是一种对中小学生诱惑力巨
大的新型毒品，其包装酷似香烟，在吸食时会产生色彩斑斓的烟
雾且自带香气，部分青少年都认为这是一种玩具，其实是危害性
甚大的混合型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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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档案跟踪、开展活动 
容易感染毒品、抗毒能力弱的学生从心理行为上来分析，

都存在一定的共性，教师可以利用这一共性，对行为偏常生进
行档案跟踪，随时了解这些学生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特点，进行
结对帮教，在日常生活中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和思想观念，并
与社区机构联合，生成校内外预控机制。此外，积极联合社区、
学校和家庭，开展毒品防治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戒毒所、开
展禁毒知识辩论赛和交流会等等，将毒品预防教育常规化、科
学化、生活化。 

三、我们共同努力—— 
总之，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是一项长期、全面、深入且严肃

的工作，做好青少年禁毒工作，就是保证中华民族基业长青的根

本。鉴于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学校、家庭与社会必须精诚合作、
互通有无，形成一个完整的禁毒教育渠道网，以科学化、制度化、
日常化的教育模式作为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向，全面提升青少年
的禁毒意识和抗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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