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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习理论视域下我国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现象探析

吴政南，李文君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要】　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长期滥用不仅会严重损

害人体健康，还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新精神活性物质自从在国内出现起，就逐渐在青少年群体中蔓延，

已严重危及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针对其凸显出的新的滥用特征，运用 Albert Bandura 的社会学习理论关

于行为习得的观点对一这现象进行剖析，并从事前预防角度来解决我国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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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drugs popular in the world after traditional drugs and synthetic drugs, the long-

term abuse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will not only seriously damage human health, but also cause certain 

social problem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NPS in China, they have gradually spread among teenagers, which has seriously 

endangered the healthy growth of teenagers in China. In view of its prominent new abu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is phenomenon by using Albert Bandura’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on behavior acquisition,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teenagers’ abuse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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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一类新型毒品，在我国

的滥用现状呈愈演愈烈趋势，尤其是我国青少年滥用新

精神活性物质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为一项严重的青少年毒

品问题。预防教育是禁毒工作中效益最高的一环，注重

对青少年的禁毒预防教育，不仅能够从事前环节改善青

少年毒品问题，而且相比于其他环节，其投入成本相对

较低，因而笔者从社会学习理论出发，以期通过预防教

育角度探析我国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

1　国内视角下的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性物质现状

1.1　我国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美国家，直到 20 世纪末才开始在我国境内

蔓延。2015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就指出，新精

神活性物质问题将随工作力度的加强进一步显露，日益

成为新的突出毒品问题 ；2016 年以前，仅有天津、辽

宁、山东等几个省份报告发现含有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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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的毒品制品在出售 ；2017 年以来，不仅有更

多的地区报告在娱乐场所查获到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

性物质，同时更多类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新型毒品也被

查获 [1]，这反映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在我国蔓

延、扩张的趋势十分明显。

与传统毒品消费主体的多年龄段分布不同，我国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主体主要为青少年。2018 年《中国

毒品形势报告》中提到，新精神活性物质以青少年在娱

乐场所滥用为主 ；2019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也首

次提及了专门向学生兜售的“聪明药”。《国际禁毒研究

报告 2020》中指出，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伪装性和“时尚性”，许多青少年怀着猎奇心理进行尝试，

逐渐演变为滥用毒品，进而滋生各种违法犯罪 [2]。

尽管冰毒、氯胺酮等合成毒品仍是当前我国青少年滥

用的主要毒品类型 [3]，但在一线的执法案例中，已多次出

现了青少年在娱乐场所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或将合成毒品

与新精神活性物质混合吸食的情况。总体而言，我国当前

青少年毒品问题呈现出合成毒品屡禁不绝，新精神活性物

质“登台亮相”的局面，形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毒情形势。

1.2　我国青少年群体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特征

1.2.1　毒品亚文化影响更为显著，迎合青少年特定心理

毒品亚文化主张通过吸食毒品以达到自我快感的

体验以及身体的放纵，从而反抗来自社会主流文化的束

缚、压力，其最早流行于西方青少年群体，但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近年来毒品亚文化以“快乐文化”作伪装进

入我国青少年视野 [4]。以往毒品常被认为是社会边缘人

群的专属领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开始受到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荼毒，将其视为“个

性的解放”“身体的自由”等娱乐至上主义的体现。新

精神活性物质以其“时尚性”“体验感”的标签迎合了

毒品亚文化“放纵”“娱乐”的文化内核，对青少年产

生的吸引力更大，充分满足了青少年的特殊心理。

1.2.2　吸食场所更为公开，以在娱乐场所的滥用为主

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由于其吸食方式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吸毒人员为了逃避打击、掩人耳目，多会选

择在私人隐秘场所进行吸食。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

却更多地发生在公共娱乐场所，如酒吧、网吧等，一方

面是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吸食方式不同，可以直接通

过嗅闻、食用等方式滥用，其外观甚至会伪装成饮料、

零食、电子烟等，隐蔽性会更强 ；另一方面，在娱乐场

所氛围的渲染以及聚众吸食的环境刺激下，滥用者自身

吸食药物的心理冲动会得到强化。

1.2.3　药物选择更为多样，多成为青少年首次尝试

的药物类型

截至 2019 年，我国已报告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达

267 种，随着制毒技术的进步，同时为了迎合“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毒品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定制化的药物，

使潜在药物数量成为一个未知数。不法分子通过药物化

学结构的改变、修饰，或者物理性的混合，使药物滥用

者的选择更为多样化。另外，由于其种类广泛以及对青

少年的诱惑性增强等原因，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开始挤

压传统毒品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地成为青少年首次尝

试的精麻药品类型。

1.2.4　滥用行为更为网络化，与互联网的结合更加紧密

从近年来“上海张某制贩新精神活性物质案”“江

苏杨某制贩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案件中可以发现，“消

费者”开始更多地采取“线上付款 + 线下快递”的方式

来获取新精神活性物质。除此以外，互联网聚众吸毒现

象逐渐兴起，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青少年吸毒人员

已经开始通过新型聊天 APP，如 telegram、sky 等进行

视频吸毒，吸毒场所转移至虚拟空间的趋势较为明显。

2　社会学习理论与青少年行为选择

社会学习理论模型（图 1）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图 1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行为习得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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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Bandura 提出，是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分析

研究青少年行为的基础理论方法，其主要探讨认知、行为

与环境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行为养成的影响，着眼于观察

学习和自我调节在引发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对于探析当前

我国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2.1　模仿学习论

青少年在观察中会确定自己的模仿对象，并将其示

范行为以符号的方式表象化从而纳入长期记忆中，即使

示范行为不再出现，也会持续影响青少年行为的养成，

比如青少年如果将吸烟者视为模仿对象，则吸烟行为会

刻在青少年的长期记忆中，即使不再出现在眼前，也会

持续引导其进行模仿或尝试。

2.2　交互决定论

青少年行为的习得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引发青少年

模仿行为的因素是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某一因

素的结果。行为并非是个体变量与环境变量的函数，青

少年新习得的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个体因素及环境因

素，这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

2.3　自我效能论

当青少年决定尝试某种行为前，他会对自己能否完

成该行为进行预判，即根据自己对行为以及对自身的认

知从而选择是否尝试该行为。另外，如果青少年完成了

某种被认为是“禁忌”的行为后，会极大地强化其自信

心，使其在下次尝试更大的“禁忌”时无所畏惧，形成

递进效应。

2.4　自我调节论

如果青少年从模仿行为中达到了自己预先制定的

标准，那么他便会强化自己的行为，形成正向的行为激

励，直至形成行为习惯 ；相反，如果青少年在模仿、再

现行为的过程中没有获得自己的预期，他就会减弱这种

行为，直至不再重现该行为。

3　社会学习理论视角下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

质成因分析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行为选择是在外在与内

在因素以及行为反馈等作用下产生的，是多种因素交织

的结果，并非单一的变量，并且个体间行为习得的路径

也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应从多维度对青少年滥用新精神

活性物质行为的普遍动机因素进行逐一剖析。

3.1　内源自生因素

3.1.1　自我认识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青少年在对行为进行模仿前，其

必须对行为及其自身有一个预判的过程，进而才能萌生

出行为的动机，因此，认识因素在青少年越轨行为中具

有“开端”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恐吓式”禁毒教育，

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毒品的危害性有了一定的认识，但

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这种新型的成瘾物质却普遍缺乏认

知 [5]，对其成瘾性认识更是空白，加之部分青少年好奇

心重又喜欢追求刺激，在对自身自控力缺乏认知的情况

下，一旦有了接触的机会，“尝一口”的念头难免会引

诱这些青少年走上歧途 [6]。

3.1.2　心理冲动

青少年发生越轨行为的心理成因较为复杂，从交互

决定论的角度去分析，外界的引诱、压力以及自我心理

等都可能构成青少年滥用药物的心理动因。调查表明，

青少年主要是在追求刺激，满足好奇心、虚荣心以及盲

目的从众心理等心理因素的驱使下尝试滥用药物的 [7]。

这些心理状态在青春期表现得尤为强烈，而新精神活性

物质“新潮、禁忌、独特”的意象符号正好契合了青少

年这些特有的心理标签，对青少年吸引力巨大。另外，

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烦恼叠加期”，心理安慰、自我

调节能力相对不足，却又开始面临来自学业、工作、人

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和困惑，多重压力下，部分青少年

难免会选择滥用药物来麻醉自己，以求逃避焦虑感。

3.1.3　不良习惯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习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青

少年在尝试越轨行为后，自信心会得到强化，这种强化

在其下次尝试另一“禁忌”行为时能够起到心理推动的

作用。香烟，作为目前被广泛滥用的合法成瘾物质之一，

其与毒品之间的递进关系业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一项

研究表明，有吸烟习惯或曾经有吸烟习惯的青少年更

容易发生毒品滥用 [8]。调查结果显示 [9]，2018 年我国

青少年人群吸烟率已上升到 18.6%，其中男性青少年吸

烟率已达到 34%，高于世界青少年 30% 的平均吸烟率。

我国青少年群体的高吸烟率，不免令人担忧其药物滥用

的倾向。

3.2　外源诱发因素

3.2.1　家庭失位

研究表明，青少年药物滥用者与父母之间的交流

很少，并且家庭关系一般非常矛盾 [10]。有学者亦认为，

家庭因素是青少年走上吸毒道路的重要成因，如果存在

父母感情不好、家庭破裂、家庭秩序不良等情况，都会

使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概率大大增加 [11]。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家庭教育能极大地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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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的缺失、关怀保护的缺位很大程度上会使青少年

价值观扭曲、模范观异化，从而对他人的错误行为进行

模仿，而有吸毒史的父母如果不从心理层面戒除“心瘾”，

在家庭教育下，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对毒品的评

价及选择，形成极为恶劣的毒瘾传递链条。

3.2.2　辍学失控

研究表明，辍学行为与青少年吸毒行为具有正相关

关系 [12]。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由于脱离学校监管，

在进入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其往往会强化原有的越轨行

为，如吸烟、酗酒等，促进其不良习惯的递进化。另外，

辍学青少年脱离其原有的环境后，自身也会根据兴趣爱

好以及生活特点等，在新的交友环境下可能与其他辍学

青少年或社会闲散人员发生新的社会交集，这部分人群

也是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高风险群体，为了融入“朋友圈”

或是表现“不落伍”等原因，进而初次尝试药物，直到

完全沦陷。最后，辍学使得青少年不能完整地接受学校

教育，过早接触社会会影响其正确的价值观的形成，容

易受到社会中享乐、拜金风气甚至毒品亚文化的荼毒，

形成虚荣、娱乐至死的心理，对毒品的态度逐渐宽松化，

最终为药物滥用打开“内心之门”。

3.2.3　认知缺失

目前，国内社会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了解仍极

度欠缺，甚至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个名称都十分陌 

生，更遑论对其危害性有所认知 [13]，这是导致整个社

会大环境对其警惕性不足，诱发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

物质问题的重要成因。目前，除部分禁毒从业者以及相

关研究人员外，普通民众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认知仍

处于空白阶段。造成这种“上下脱节”的原因，一部分

在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在我国兴起时间较短，

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另一部分是我国的禁毒宣传教育

仍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仅靠科普讲座、社区宣传等

传统形式，难以充分引起青少年对禁毒教育的兴趣，相

比于毒品亚文化以娱乐化为包装的潜移默化地宣传，传

统的恐吓式、强迫性的灌输教育收效甚微 [14]。

3.2.4　同伴引诱

青少年吸毒是一种社会行为，青少年吸毒生涯的扩

张期主要是围绕毒友圈和圈子亚文化而展开的，对毒友

圈的依赖又会使其社交生活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其难以

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15]。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同伴的行

为习惯会影响青少年行为养成乃及价值观的塑造。在日

常交往中，青少年会不自觉地将同伴作为模仿对象，将

其某些行为作为模范以符号化的形式刻入记忆中，从而

不自觉地形成相同的行为习惯，甚至包括不良习惯如吸

烟、酗酒等。同时，吸毒行为一旦形成，亦会反过来影

响青少年的认知及其交友环境，形成恶性的药物滥用循

环。随着吸毒行为的增加，吸毒者会逐渐将吸毒视为一

种常态化的解压行为或社交行为，交友环境也会随之发

生较大的变化，逐渐形成自我的毒友圈，再难以与正常

的朋友进行交往，这也是大部分青少年吸毒者戒毒后复

吸的重要原因。

3.3　互联网催生因素

3.3.1　互联网涉新精神活性物质信息的充斥

近年来，不法分子已经熟练利用互联网作为自己的

销售渠道，运用暗号、使用虚拟身份，在网络社交平台

上发布广告，吸引买家。为了逃避打击以及诱惑青少年

吸食，不法分子常将新精神活性物质以普通物品的外观

形式作伪装，包装成电子烟、饮料、巧克力等，五花八门。

不法分子还会通过装饰、诱惑性标语将新精神活性物质

宣称为“合法兴奋剂”“特制药物”，利用青少年对该类

物质的不了解，以合法的外衣来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

伪装 [16]，降低青少年的戒备心理。除此以外，不法分

子还热衷于赋予新精神活性物质“潮人必备”“时尚新品”

等新潮的标签来吸引青少年吸食。这些充斥在互联网上

的不法信息对青少年诱惑性极强，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

3.3.2　线上聚众吸毒现象的兴起

随着对线下吸毒行为打击力度的加大，近年来青少

年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问题逐渐向网络蔓延。不法分子

最常见的做法是建立封闭聊天群组并设置严格的准入门

槛，在群组内视频互动吸毒或者交流吸食经验。这些聊

天群组多是以熟人介绍的方式，一对一地发展，速度较

快，并且群内交流多采用术语或者暗号，隐蔽性极强，

外界难以察觉。调查发现，网络聚众吸毒人员中近七成

是 18~35 岁的青少年 [17]，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这种方

式能够强化吸毒者对吸毒行为的心理激励，令其产生对

吸毒群体的归属感，以填补其因吸毒产生的远离社会的

背德感，并最终演变为对毒品亚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

面是这种隐蔽的吸毒方式能够给予吸毒者以安全感，并

且其不受时空限制，具有一定的便利性与隐蔽性。

4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预防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

性物质的路径思考

4.1　改革传统宣传方式

当前，我国禁毒宣传主要是由禁毒部门联合相关单

位以定期举办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校园讲座等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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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毒品危害进行宣传，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投入成本低、

辐射面广，并且能够发挥集中宣传的效果，但这种灌输

性、恐吓式的宣传方式并不能有效激起青少年对毒品的

防范意识。西方社会学家普遍对 20 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所

采用的“恐吓式”毒品危害教育方式评价很低，研究表

明，青少年在接受“危害式”教育后对毒品的态度没有

明显变化，有时甚至会增加青少年对毒品的好奇心 [18]。

针对青少年受众群体，宣传部门可尝试通过购买社会服

务的方式，与社会文化企业合作，制作质量较高的动画、

影视剧、短视频等新式宣传作品，还可以通过与新媒体

平台的合作，依靠平台的大数据算法向青少年用户精准

投送宣传作品，同时又能根据平台的数据反馈来分析作

品的宣传效果，从而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不乏出现了如“大漠叔叔”“孝警阿特”等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公安短视频账号，受到了社会面的普遍青

睐，依靠新媒体平台也将会是禁毒宣传未来的大趋势。

4.2　构建“政府 - 学校 - 社区 - 家庭”禁毒教育模式

相比于欧美国家，我国的禁毒教育仍处于较为初级

的阶段，主要表现为缺乏体系化教育课程、教育主体不

明、教育缺乏连贯性等等。要提高我国禁毒教育水平，

必须要将禁毒教育切实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着力构建

“政府 - 学校 - 社区 - 家庭”多主体串联的禁毒教育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国家具有一定的先行经验。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探索青少年禁毒教育，经过几

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禁毒教育模式，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D.A.R.E”毒品预防教育课程（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见图 2。D.A.R.E 包含从

幼儿园到高中长达十二年的禁毒教育课程，除了学校对

学生的教育，还由社区定期对家长进行教学，传授有关

毒品危害、拒绝毒品的知识，而政府在这过程中则负责

政策、制度以及预算上的宏观层面保障，除此之外，还

会有专门的教学研究机构进行课程更新，并且社会公益

组织也会参与其中，给予预防教育经费保障和公益宣传

等等 [19]。

图 2　美国 D.A.R.E 项目禁毒预防教育体系

4.3　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的整体“保护网”

外部环境因素的干预对于青少年的行为养成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预防青少年滥用药物，要注重完善由

学校、社区、家庭组成的对青少年的整体保护网，通过

改善青少年所处的生活及心理环境，引导青少年良性发

展。家庭要发挥出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家长要及时关注

子女的情感动态，适时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子女提高明

辨是非、排解压力的能力，树立正确的是非观，遏制其

不良习惯的养成 ；学校，要真正回归到“立德树人”的

教育本位上来，更多关注“边缘学生”思想动态，对于

家庭破碎、家长有吸毒史、有辍学倾向等情况的青少年

要给予特殊关怀，发现学生的不良习惯，要及时与其家

长或者社区工作者沟通，引导学生戒除不良习惯 ；社区

工作者要发挥兜底防线的作用，对于有脱离学校、父母

监管的青少年要进行定期追踪，了解其近期活动轨迹和

交友状况，引导青少年正确融入社会，对于发现有吸毒

行为的，要及时联系戒毒工作者介入，帮助青少年戒除

毒瘾，并通过心理辅导来重塑青少年健康的心理环境，

真正戒除“心瘾”。

4.4　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和交友观

预防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有效方法之一是

要改变青少年自身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心理动因，降

低青少年对于尝试药物行为的心理动机。而要改变青少

年内心对于毒品的心理期待，关键是要培养青少年正确

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需要通过正确培养青少年的

兴趣来逐渐形成，让青少年能够从文体活动中获得正向

的心理激励，从中获得满足感、成就感，从而不断强化

兴趣，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理性对待毒品亚文化的诱

惑 ；另外，要通过树立青少年正确的交友观来减少同伴

因素对于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家长、老师要注意端

正青少年的交友方式，关注青少年的人际交往状况，培

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模范观，“以师为友，以友为师”，

逐渐引导其形成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朋友圈”。

4.5　铺设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线上管控“天网”

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与线上结合强化的趋势，禁毒

部门应加强与网络保卫部门的合作，探索建立有关新精

神活性物质的网上情报监测机制，应用新式网络算法如

PageRank、ARPR 等 [20]，根据关键词即可截取可疑涉

毒信息，按照嫌疑程度进行排序，确定重点人员，从而

提高网络预警能力，即时发现涉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网上

信息，严防不法分子借助网络介质制造、贩运、滥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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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运营商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度和身份认证，严防

不法分子运用虚假身份或虚假网络地址从事非法活动，

同时，运营商对于截取的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要

进行严格的算法审查、筛选，防止不法分子借助暗号、

代码进行推销。

最后，执法部门可以探索建立有关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网络举报渠道，号召广大网友将发现的有关线索通过网

络进行检举，对线索提供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广泛发动网

络力量以充分打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网络生存空间。

5　小结

我国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问题主要存在于青少

年群体中，并且已呈现出了新的滥用特征，结合社会学

习理论关于青少年行为习得的观点，针对青少年滥用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内源、外生及互联网等诱因，认为应当

通过改革宣传教育、加强管控、强化防护等事前预防手

段来逐步解决青少年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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