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9月22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張麗香 

委員：莊淳霖、陳廣圻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近期新興毒品竄起，貴監對於施用成癮受刑人戒癮策略面向的相關作為，有瞭解之必要，故將貴監對於毒品成癮與戒癮相關

課程及因應策略列為本季視察重點。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112年9月22日至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召開本年度第3次視察會議，此次會議邀請機關進行業務簡報。 

(簡報內容如附件)。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成癮概念與戒癮

策略面向課程 

一、 為瞭解機關內對於藥物成癮與戒癮策略面向之執

行現況或規劃，請機關進行說明。 

二、 貴監對於毒品成癮者，從前思期、沉思期到行動

期的過程間，要如何促使收容人引發戒癮動機，

去達到戒癮的成效。 

三、 除了機關的協助，家庭的支持力量也很重要，貴

監對於出監後的成癮者是否有持續追蹤戒癮成

效，有無統計相關數據可供參考。 

四、 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一)本監戒毒班課程係以後現代主義及解構概念出

發，運用計畫行為理論著手設計課程，並以態

度、他人的想法及自我效能三大面向，安排戒

癮策略課程及關係與管理課程，進而達成時

間、壓力、親密、友誼關係管理效果，順利處

理情緒及人際因素導致的成癮誘因，使收容人

能順利復歸社會、遠離誘惑。 

(二)對於收容人來說吸毒是表現自我的一種方式，

一、 貴監對於毒品收容人安排的成癮認知與戒癮

課程內容豐富，獲益良多。 

二、 家庭的支持系統很重要，毒品成癮也是未來

治安維護的一大隱憂，監所扮演的角色對收

容人在戒癮期間也是相當重要，建議貴監可

多著手心理與生理層面的課程設計，協助收

容人順利復歸社會及家庭生活。 



 

為了使收容人能認知及反思，課程設計曾搭配

生命樹繪製的方式，反映出收容人自己從小至

今的成長過程中面臨到的衝突，以及誤入成癮

的契機，從中去教化收容人規劃想要獲得的力

量、想要的生活，進而強化動機及自我效能來

面對困境與難題，並輔以情緒控制、辨識與調

解等方式來降低誘發再度施用藥物的風險。 

(三)針對出監的毒品收容人戒癮成效後續追蹤，本

監設計相關課程及活動，加強誘發矯正機關毒

品收容人的戒癮動機與強化，提升自我效能以

解決未來的問題，出監後係由各縣市的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提供追蹤輔導及轉介，由各中心持

續追蹤戒癮情形，落實並深化藥癮者之「個案

管理服務」，強化個案出矯正機關前、後之銜

接，並提升個案後續接受輔導意願，促進復歸

社會。 

四、附件(會議紀錄1份) 



李昱慶諮商心理師

成癮概念與戒癮策略面向
課程介紹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 112年第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



實務經驗(後現代敘事實踐、心理動力取向)

現職
 一心心理諮商所職登諮商心理師
 台灣心生力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心靈健康資訊協會諮商心理師
 法務部矯正署台南第二監獄心理專業人員(勞務承攬)。

經歷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擔任心理專業人員。
 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認輔老師。
 北市稻江護家心理處遇人員。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專員。
 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與台大社醫科統計分析人員。
 台南新樓醫院戒菸訪談駐點人員。



成癮生活光譜

矛盾型戒毒動機
(想戒又想吸)

非自願及低意願之戒癮者 高動機戒癮者

適用
對象

物質濫用與成癮狀態

在家自行戒癮

監獄、勒戒

精神醫療戒治

心理治療與諮商

AA & NA/DA

公辦治療性社區

福音戒毒村

以 台 南 第 二 監 獄 為 例



吸毒 是內在混亂的表達方式

成癮者經常被問的一個問題是：

「你到底哪有問題？」

而不是問

「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你這樣？」

1.情緒因素（82%）
2.人際因素（78%）



解構對於成癮的反應

1.

態度
個人想法與價值
態度:反映對成癮的
個人想法與價值。

2.

他人的想法
時
響。

他人的想法：個人產生物質使用
時，重要他人與社會壓力的影
響。

3. 

我做得到：我想做，且認
為自己有能力去做。

運用計畫行為理論，可推論成癮的改變需要從需求
來了解。



藥癮社群的生態 社會支持網絡

支持系統

藥物知識與法
律規範

個人
需求

自我效能

道德
倫理



從個別到系統

1. 從「成癮」中轉身。
2. 與成癮說HOLLO。
3. 與「成癮」說心裡話。
4. 再次說哈囉。
5. 如何與「成癮」一同生
活。

6. 生活的責任與壓力。

戒癮策略課程 關係與管理課程

1. 給兔子先生的時間管理手
冊。

2. 壓倒駱駝的不是稻草-壓
力管理。

3. 洞察人際世界1-親密關
係。

4. 洞察人際世界2-友誼關係



人與狀態的對話

課 程 成 員

課程講師/心理師

解構與外化的
對話空間

工場
主管 日常生活的

需求與規範
(他人觀察)個案

管理
師

問題的聲音
(個人內在需求)

運用課程為媒材的集
體敘事歷程。





從課程到集體敘事

「貢獻儀式」：成員上台分享經驗，從說
與聽的過程，作為戒癮族群的聲音被看見。

當得到協助、受到鼓勵、並擁有犯錯的自
由時，才能真正地學到生命的一課。

。
藉由成果報告與專業論述作為
矯正機關與成癮族群發聲的管道。



戒毒班成果分析



如果困境或挑戰，既辛苦又
難捱，但你又帶著辛苦、害
怕、猶豫繼續走，那你真正
怕錯過了什麼?

當人們有機會去說一說遇到怎麼樣的難
題，這種表達其實就是改變的開始。
-茵特森創意對話中心吳熙琄 老師

感謝大家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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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 

112年度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9月 2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0分 

貳、 地點：本監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參、 主席：張召集人麗香                                   紀錄：張舒妍 

肆、 出席人員：莊委員淳霖、陳委員廣圻 

伍、 列席人員：李秘書青森、李諮商心理師昱慶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議題討論：成癮概念與戒癮策略面向課程 

張召集人麗香：謝謝心理師專業的分享。請問陳委員跟莊委員這邊有沒有什

麼想法? 

陳委員廣圻：分享自己目前帶領戒毒個案的經驗，要邁向戒癮的行動有兩個困

難，第一個部分是個案要不要認真面對吸毒問題，個案常認為其實自己可以掌

握藥物，玩藥而不是被藥玩，對於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無感，在這個如何引發

改變動機的階段會比較辛苦；第二個部分是當個案真的想要開始改變了，可是

社區周遭的誘因比起難取得藥物的監獄更多，到了社區反而容易取得藥物，誘

惑太多，導致個案容易產生放棄或減量的念頭。因此在監獄裡面第一步引發動

機比較重要，等到動機足夠到了社區再去面對挑戰。剛剛心理師分享有提到引

發動機，從準備戒癮到沉思期再到行動期這段期間，貴監是如何促使收容人引

發動機? 

李諮商心理師昱慶：以自身戒毒班的操作為例，認為吸毒是表達的方式之一，

多數都是歸因於情緒問題以及人際間與家人互動狀況，課程設計上曾使用生

命樹敘事團體，請收容人回顧自身重視的是什麼，從小時候開始去反思自己的

成長過程，過程中有那些重要人事物，在整合自己過去正向的人際關係以及不

想失去的兩難衝突困境中，面臨掙扎與衝突(想要有好的生活、又想使用毒品)

時，進而去強化對於過去或是家人的價值觀，獲得家人的支持與想要的力量，

強化之後就能提高想要戒癮的動機，對於收容人而言，在監所內外都會自我思

考「真的戒得掉嗎？」的問題，在團體或個諮時，以想要的生活去強化收容人

動機，另外也提升自我效能，在團體課程安排討論戒癮所面對困境與難題，透

過成員們分享各自經驗而去嘗試不一樣的方法，當動機以及自我效能上升的

話，較有機會去拒絕外部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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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針對情緒因素，也在課堂上安排情緒的討論，從人際衝突及人際壓力

產生的情緒問題，讓他們學會如何控制情緒、辨識情緒及如何去因應，調節情

緒方式的學習進而開創出更多的路及更多的能力去面對戒毒的挑戰。 

張召集人麗香：謝謝心理師，自己的親戚也是因為家長忙於生計無暇管教小

孩而造成吸毒成癮，入出監後仍無法戒癮成功，家庭的支持系統非常重要，

要遠離用毒的朋友相當不容易，從吸毒成癮到戒癮成功的心路歷程很困難，

很感謝有二監這麼棒的夥伴在幫助收容人，想瞭解對於戒癮成功的個案有多

少是否有類似統計，出監後的後續追蹤以及是否真的戒癮成功? 

李諮商心理師昱慶：科內個管師有在追蹤個案的成效，對於遠離用毒的誘因

來說，戒毒班希望帶給大家的觀念是，想讓每位個案開創不一樣的路，針對

情緒困擾去放鬆，找家人紓解想吸毒的慾望，當誘因縮小的時候，個案就會

有更多不一樣的選擇，也有助於降低走回吸毒原路的機率。自身曾統計過戒

癮的成功率為 9-36%，開展他們的視野並藉由外面團體的協助，集眾人之力

來解決問題。 

李秘書青森：監獄處置模式如本監心理師分享，想了解在醫院端的部分，就

臨床上針對毒品戒癮處置，請陳委員專業經驗分享及指教。 

陳委員廣圻：針對提高戒癮動機的部分係從腦科學角度切入，當藥物進到身

體內之後是如何影響腦神經，造成成癮的習慣，以及持續使用之下腦部結構

的改變，並分析藥物成分可能會致使神經萎縮、提前失智等後遺症，透過嚴

重的後果去誘使個案反思，進而討論吸毒所帶來的是否是真正的快樂或是短

暫的刺激感，同樣地相同的時間也可做其他有成就感、趣味或是成長自我的

活動等來取代吸毒，如人際連結、技能培育、身體健康等有意義的事情，讓

個案認知到不一定要沉浸在虛幻的快樂上。 

李秘書青森：一日吸毒，終生戒毒，現在吸毒型態越來越新穎，戒毒模式也

逐漸改變，從以前直接入監到現在觀察勒戒戒治才入監，這幾年也加入了科

學實證的模式，監所裡面引入大量的心理師與社工師參與，代表政府的重

視，剛剛兩位心理師的專業分享，提供臨床生理的資訊以及心理諮商層面的

診治方向，各位的專業都是在幫助收容人能妥善處理情緒困擾及家庭因素，

對於戒癮有無成功，有參加戒毒班比沒參加的成功比率較高 以前有人數擇定

限制，現行已經有開放鼓勵收容人申請自動參加課程，另外現行也透過信仰

力量及團體的約束力，發展各自的模式去協助強化意志力薄弱的收容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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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癮不容易，相當感謝心理師及社工師進入監獄，通力合作一起面對並幫助

這些毒品犯，感謝各位委員今日提供的寶貴意見。 

張召集人麗香：謝謝秘書，不管是社工師、諮商心理師或是其他部門的同仁

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也很辛苦，把收容人視為朋友親人去陪伴、傾聽，脾氣

情緒的應對，反毒的工作每個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不能放棄，毒品成

癮是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憂。 

莊委員淳霖：收容人於監獄裡面接受心理治療之後，從監所科學實證計畫延

伸到社區執行，有些同學會願意再接受心理諮商，漸漸地有效果出來，宗教

的力量戒毒，長期密切追蹤、對談到願意接受關心勸化，誘發動機及成效性

更大，目前心理師及社工師願意進到監所直接面對收容人，這樣課程的安排

是有效的。 

張召集人麗香：毒品的戒癮真的不容易，謝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14時 45分 

壹拾、 會議照片 

  

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開啟，查察收容人反映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