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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了解青少年吸毒的原因，笔者对五所县市强制戒毒所的青少年吸毒人员进行了半

结构式访谈调查，并深入地分析了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包括社会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

和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的影响，以及主观原因即个人原因等。 

 

关键词:青少年 吸毒 原因 对策 

 

 

2004 年 2 月笔者有幸参加云南省公安厅"全省强制戒毒所艾滋病性病公安干

警能力建设和吸毒者同伴教育项目"。对 5 个项目县、市进行基线调查时，在 5

个走访的强制戒毒所里，通过与吸毒人员的座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吸毒人员对艾滋

病性病的知晓情况。 

 

在对吸毒人员的访谈过程中，特别关注了青少年吸毒者。此次共深入访谈了

十余名青少年吸毒者，年龄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21 岁。其中吸毒年限最长的 4

年，开始吸毒年龄最小的 12 岁。除 1人外，均是第一次进入强制戒毒所。 

 

访谈印象:从这十余名未成年人吸毒者的案例中，都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点:

①此次访谈的所有未成年吸毒人员由于多种原因已辍学，但还没有找到适当职业，

一直在社会上混，结交很多朋友，吸毒都是在离开学校后开始的;②绝大多数青少

年吸毒者文化程度偏低。多在小学时就辍学，甚至有的根本没有上过学;③多有家

庭变故(如父母离异、亲人意外死亡)或家中经济条件较差;④均是受朋友或家人影

响下开始吸毒的，朋友或家人间有吸毒人员;⑤吸毒之前对毒品不够了解，在好奇

心的驱使下接触毒品，多受毒友蛊惑，"吸了治感冒"、"吸了好睡觉"、"吸了很舒

服"等，开始吸毒;⑥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因为吸毒时间不长，都表示有信心

能彻底戒断毒品。 

 

 

一、青少年吸毒原因分析 

 

(一)客观原因 

 

1.毒源存在，贩毒活动猖獗:我国地理位置特殊，与世界毒品重要源地——"

金三角"比邻，国内和国际贩毒集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

对我国进行毒品渗透，让贩毒、吸毒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在我国死灰复燃，且愈

演愈烈。毒品近几年在我国的泛滥，使吸毒人数逐年七升，并呈现明显低龄化倾

向。据云南省调查，全省 25 岁以下吸毒人数占总吸毒人员的 60%。正是毒源存在，

贩毒活动的猖獗为青少年吸毒提供了吸毒的客观条件。 

 



2.不良环境的影响。  

 

(1)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良好的

家庭环境可以使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发展，心情愉悦。相反，不良的家庭环境则可

能使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在调查访谈的对象中，90%的未成年人生长在不良的家庭

环境中，这些不良的家庭环境通常由于经济困难、父母离异、亲人意外死亡、家

庭成员犯罪或有不良嗜好等因素造成。例如，在昆明市强制戒毒所遇到的小 A，

年仅 15 岁，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吸毒人员，且多次戒毒未果，这次小 A到戒毒所，

哥哥也还在所里。在从小的家庭中的耳濡目染下，小 A8 岁时就第一次尝试过毒品。

由于父亲长年吸毒，家中没有经济来源，本有的家产也基本被父亲和哥哥变卖成

毒资，所以上学上到初一的小 A后就没能再把书念下去，12 岁辍学打工。在家中

与哥哥及朋友在一起时，由于好奇，开始吸毒成瘾。不良家庭环境的另一种情况

则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分溺爱，过分信任，以至无限制地满足子女的要求，有时

甚至在发现子女的不良习气后还加以庇护。家住保山的小 Z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

珠，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但在高三时为了逃避学习的压力，她开始谈恋爱，男

朋友正是一名吸毒人员，父母虽然知道但并没有坚决阻止。最终在男友的劝诱下

小 Z也开始走上吸毒的道路，并利用父母对自己的信任多次从家中骗取钱财作为

自己和男友的毒资。最终不得不辍学进行强制戒毒。 

 

(2)交际环境的影响"在同伴的教唆和引诱下吸毒"是青少年开始接触毒品的

一个普遍 原因，几乎所有的访谈调查的未成年吸毒人员都是从"朋友"、"同伴"

那里认识毒品、吸食毒品。小 D，年仅 13 岁，在他 8岁读书到二年级时，因为不

想读书而辍学，以后一直在社会上混。认识了社会上各种"朋友"，一次与朋友在

旅社里玩时，朋友告诉他，吃点"白面"好睡觉，小 D当时出于好奇，平时也见到

有的人吸了以后很舒服的样子，于是就吸了一点，吸完后迷迷糊糊睡了一觉，起

来后精神很好，心里就想着再吸一次，于是又找到朋友买了一些又吸了一次……

与小 D 同龄的小 E，也有类似的经历。她自小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与自

己的小姨在一起生活。读书读到六年级，因为小姨担负不起学费便辍学了。在一

家洗衣店里找到一份活儿，有一次感冒，一些常来洗衣店的"伴"对她说，吸点"

白面"可以治感冒，并找了一些给她。第一次吸过，小 E感觉很舒服，以后便找卖

给她毒品的人，买了第二次、第三次……正是在这些所谓的"朋友"、"同伴"的诱

骗下，小 D和小 E都误入了毒品的魔掌。通常所谓的"朋友"采取以下一些手段来

教唆和引诱未成年吸毒:虚构毒品的用途，如"能治感冒、治头痛"、"吸了可以防

病强身";吹嘘毒品的好处，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哄骗吸毒，如"吃了以后像神仙"、

"吸了以后万事无忧";向青少年赠送毒品，往往在开始时为了让人上钩，利用人们

占便宜的心理，免费让青少年吸食，当其上瘾后再高价出售;威逼青少年吸毒，有

时他们还采用暴力或强迫的方式让青少年开始吸毒。 

 

3.青少年生理及心理特点:青春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关

键时期，在 这一时期，青少年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在智力上如

语言、感知、记忆、想像、思维能力及认知结构等心理方面发生着较大变化。但

是这一时期的身体又在快速发展，生理上的发育与心理上的不成熟这对矛盾，使

青少年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和对事物的分析能力。青春期的行为往往受本能的支配

和好奇心的驱使，所以在这一时期，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可以说青春期也



是人的脆弱时期。正是成长中的特殊时期的特点，就为毒品的侵蚀提供了前提条

件。 

 

(二)主观原因 

 

1.逃避现实: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由于心理发育不完全成熟，一般都要经历厌

烦、焦虑、挫折等抑郁状态。由于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感觉，当碰到生活困

难、社会压力、家庭问题，或与人际发生冲突、不能承受学习负担时，如果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指导和排解，就可能发生精神崩惯，难于应付，这时他们便会寻找

一些消极的方式来逃避现实，诸如吸烟、酬酒、赌博，而这些行为通常是吸毒的

前奏。在采访的未成年人吸毒人员中，在他们开始吸毒之前有的与人争执打架，

有的失恋，有的则是因为家中父母吵架……在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时，吸毒成了

逃避现实、缓解压力的方式，但年轻的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方式所带来的严重

后果。 

    

2.享乐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青少

年除了接 受市场经济开放观念、竞争观念、进取观念等正面影响外，也有可能受

到市场经济中诱生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如

果没有得到及时引导和恰当的教育，青少年可能会盲目追求生活享受，寻求刺激，

无止境地追赶时髦，养成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不良生活方式。小 S，家境良好，

父母因做生意收入很高，所以对家中的独子自然就很"大方"，从来就是有求必应，

有了家庭强大的经济后盾，小 S可以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购置名牌衣物，学习对

他而言己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了追求更多的剌激，小 S学会了吸毒。正是社会责

任感降低，生活目标不明确让他走上吸毒的歧途。 

 

3.从众心理:青少年在学习环境、生活环境中通常会有从众心理。他们中的有

些人通常 会在未能明辨是非的情况下就盲目从众，总认为大多数人能做的事就能

做，判断问题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众人"。在一些娱乐场所，如:酒吧、网吧、舞

厅、歌厅，都存在有团体吸毒的现象，当青少年误入这样的地方，在从众心理的

作用下，也可能沾上吸毒的恶习。 

 

 

二、青少年吸毒对策 

 

(一)加大毒品打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 

 

各级领导应提高意识，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危害。从各

环节人子，在全社会打一场禁毒的攻坚战和持久战，建立一支强大的缉毒专业队

伍，组织专项打击和治理，把毒品从源头上消除或减少到最低程度。铲除毒品交

易场所，净化社会环境，营造无毒的社区氛围。 

 

(二)深入执行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 

 

据近几年全国调查的情况来看，在校学生中没有吸毒人员。绝大多数的未成



年吸毒人员都是辍学或根本没有上学的青少年。这样的青少年由于没有得到系统

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对社会现象的分辨能力和抵御不良行为的能力均很

低，他们更容易走上吸毒的歧途。所以执行九年义务教育，能在早期规范青少年

的行为，降低未成年人吸毒的可能性。 

 

(三)开展深入持久的法制宣教 

 

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作好预防吸毒的宣传教育工作。从青少年

人子，开展禁毒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让青少年深切认识毒品对身心的严重危害，

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家庭的氛围对青少年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规范家长言

行，倡导正确的教育方式，为青少年提供和谐、健康、安全的家庭环境，促使他

们身心健康成长。学校也是青少年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学校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

文化课的教育外，也要加强法制和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使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小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内心产生抗拒毒品的防

御能力。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力量与吸毒

现象作斗争，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四)加强青少年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生活技能 

 

青春期是个体心理迅速走向成熟而又尚未完全成熟的关键的过渡时期，在学

校、社区和家庭中，应针对青春期学生发育的特征，开展生理及心理的健康教育，

从理论上指导青少年正确面对青春期的各种变化，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同时，采取各种方法提高青

少年的生活技能，培养他们沟通与交流、决断与决策、创造与解决问题、处理情

绪和缓解压力等能力，当遇到家庭、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和压力时，能够正

确地面对和解决，即使自己不能解决也能够寻求有效的帮助。这样就叮以从根本

上增强青少年预防毒品的意识，让他们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从根本上抵制毒品对

自己的侵害，同时也用他们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去影响自己的同伴，将积极良好

的生活方式辐射到更多的人群中。 

 

(五)为青少年服毒者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帮助他们戒断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从对未成年人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大多数青少年吸毒以前，对毒品了解不多，

吸了以后方才知道它的危害。他们都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因为吸毒时间不长，

都表示有信心能彻底戒断毒品。对新生活的渴望更使他们坚定了戒毒的决心。如

果能为戒毒成功青少年提供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并能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

活，将大大降低复吸率，从而减少青少年吸毒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