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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安非他命控大腦，洗刷藥癮人生重歸白」 

全人康復計畫系列課程之第一堂課 

  為使藥癮個案復歸社會，增強個案的社會性，進而重建個案偏差價值觀，

促使個案承擔起社會責任，以達到個案復歸社會之目的，本署於 3 月 8 日

舉辦的「113年度全人康復計畫系列課程之第一堂課」，為本署緩起訴藥癮

個案、有觀勒記錄的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反毒課程。 

   「113年度全人康復計畫系列課程」為本署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施用

毒品個案強化支持全人康復推進計畫」經費，所規劃一系列的拒毒戒毒課

程，課程內容包含:戒癮認知治療、戒癮經驗分享、社會資源挖掘與運用、

情緒控管、改善衝動行為、紓壓課程與團體諮商等。 

  今日課程分成三部分，分別為「藥物如何影響大腦?」、「跨理論模式在生

活中的應用?」與「反毒影片觀賞(阿良的歸白人生)」。第一部分中簡單說

明，安非他命如何阻斷神經傳導物質返回突觸前端，使神經傳導物質停留

在突觸，讓個體感受到欣快感、亢奮感。若是長期使用，又會導致哪些身心

上的不良後果。於第二部分，運用 Prochaska 和 DiClement 於 1982 年提

出跨理論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鼓勵個案如何建立有益

的行為或修改目前的行為反應。最後一部分播放「阿良的歸白人生」影片，

為高肇良的真實故事改編。曾因毒品 7 次入監服刑的高肇良，因為種種生

命事件，加上在獄中接觸到慈濟，終於下定決定改變，脫離藥癮生活。 

  本署期待隨著系列課程之進行，個案能夠覺察自己與藥物的關係，以及

藥物對自己造成了什麼影響，促使個案改變，並教導個案跨理論模式與自

我管理技術來戒除藥癮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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