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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干预对促进戒毒人员

心理健康的可行性研究

王玉洪，叶燎昆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探讨拓展训练干预对促进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作用，采用文献法、量表评价法和访谈法等方法

对戒毒人员以及戒毒管理工作者、相关专业人士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戒毒人员存在焦虑、抑郁、
低自尊、低自我效能感和人格、心理变异等心理病态特征；戒毒人员拒绝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与吸毒年限、

戒毒次数等吸毒复发关键指标极显著相关；实施拓展训练干预可缓解戒毒人员戒断症状、降低复吸率；

专业人士认为拓展训练干预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说明，拓展训练干预是戒
毒人员再社会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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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毒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它
不仅危害吸毒者的身心健康，还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和破坏安定团结．近年来，我国戒毒工作依然面临
着严峻的形势：毒品种类日趋繁多；吸毒人员不断

增加，吸毒人群由成年男性向女性、未成年人方向

扩展，以及由低文化人群向高文化人群蔓延．吸毒
人员是违法者，其行为偏离和违反了社会规范［１］．
另外，吸毒者也是受害者，吸毒行为使其生理和心

理发生了畸形变化，导致其生理、心理方面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２］．然而，传统戒毒模式主
要是采用药物脱毒，仅关注吸毒者的生理脱瘾，忽

视对吸毒者 “心瘾”以及成功回归社会的关注．
而拓展训练是将管理与心理游戏融入户外运动元

素，按照体验式学习模式进行的一种团队教育活

动［３］．该项目以体能为引导，心理挑战为重点，
让参与者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磨炼意志；在挑战极



限过程中提升心智、完善人格；在合作过程中熔炼

团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

等［４－５］．有大量研究［４－６］表明，拓展训练对不同人

群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通
过对戒毒人员的心理特征和拓展训练对心理健康的

促进效益进行分析，梳理戒毒人群存在的心理问

题，探讨拓展训练干预对促进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

可行性，帮助吸毒者坚定信念，实现早日脱毒，回

归社会．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昆明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云南警官学院、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的管理人员和教师、拓展训练培训专家，以及接受

强制戒毒的人群为研究对象．
１２　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以及Ｇｅｒｄｉｅｎ
等编制的吸毒者自我效能感量表 （总量表得分越低，

表明个体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越强），对戒毒人群心

理状况进行测定，并根据研究内容设计访谈提纲，

与省市戒毒管理局和戒毒管理所的领导、工作人员

以及相关学者、专家就强制戒毒人员的心理特征、

康复工作和拓展训练干预对促进戒毒人员心理健康

作用的可行性进行调研和探讨．
此外，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戒毒人员的心理特征
吸毒是一种违法行为，不仅危害社会和谐稳

定，而且会对吸毒者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严重损害．
由表１可知，强制戒毒人员的ＳＡＳ、ＳＤＳ和ＳＣＬ９０
的各因子均分都高于国内常模均分．在ＳＡＳ和ＳＤＳ
评分中，强制戒毒人员因子均分明显高于常模均

分，且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在
ＳＣＬ９０评分中，本研究的结果与国内许多研究结
果［７－８］相一致，即强制戒毒人员的躯体化、强迫、

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

病性等各因子均分都高于常模均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说明强制戒毒人员
存在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问题；

人际关系不良导致其心理失调、情感和思维障碍及

人格异常，且吸毒行为与其人格的神经质维度呈显

著正相关．总体而言，强制戒毒人群心理健康水平
较低，存在较多心理问题，属于心理问题高发人群．

表１　戒毒人员的ＳＡＳ、ＳＤＳ和ＳＣＬ９０与常模比较

指标 戒毒人员（Ｎ＝２３５） 常模 Ｔ　

ＳＡＳ ５０６１±１０４９ ４１８８±１０５７ １３７５

ＳＤＳ ４５４７±５８１ ３３８０±５９０ １１４７

ＳＣＬ９０ １８５±０４２ １４４±０４３ ９６２

躯体化 １８５±０５８ １３７±０４８ ８５８

强迫 ２０５±０５６ １６２±０５８ ６７３

人际关系 １８８±０４９ １６５±０６１ ４６１

抑郁 ２０７±０６４ １５０±０５９ ９４３

焦虑 ２０８±０４９ １３９±０４３ ９８３

敌对 １８１±０６７ １４６±０５５ ４７５

恐怖 １４７±０４４ １２３±０４１ ４８１

偏执 １８１±０５７ １４３±０５７ ５１３

精神病性 １７１±０７３ １２９±０４２ ８４６

　　注：表中数据表示为 （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下表同．

　　本研究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进一步探讨了拒绝
自我效能感与吸毒年限、戒毒次数等指标因子的相

关性．而 “自我效能”认为，个体在目标追求过

程中面临某项特殊任务时，对完成该项任务的动机

强弱，将取决于个体对其自我效能感的评估，即取

决于个体对于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评价［９］．由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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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强制戒毒人员拒绝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与吸毒

年限、戒毒次数等吸毒复发关键指标极显著相关，

即强制戒毒人员大多自我效能感偏低．且吸毒史越
长、参与强制戒毒的次数越多，自我效能感越低．
说明吸毒者对戒除毒瘾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甚至

采取抗拒、退避行为．原因与其吸毒所带来的人际
关系不良 （如父母欲与其断绝关系、家庭矛盾、

受到歧视和排斥等）、情绪不稳、烦躁不安、心理

焦虑和抑郁等有关．这些负性情绪往往会使他们丧
失戒除毒瘾的信心，甚至产生破罐破摔的极端想

法，导致复吸行为经常发生．此外，人际关系不良
还会导致吸毒者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人格异常、思维

障碍，甚至出现精神分裂等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

理极容易导致吸毒者复吸［２］．据报道［８］，有

８１７％的吸毒者报告，由于缺乏生活目标、烦恼或
挫折、心理空虚、难以承受等原因，于是他们求助

于毒品，想要寻求一种暂时的解脱，这些都是导致

吸毒者复吸的重要原因．总之，吸毒者的复吸行为
与其个体心理特征、人格特质、戒毒动机等多种因

素相关，且共性、独特性和差异性共存，人格变

化、心理变异导致其产生消极思维，从而阻碍了吸

毒者戒除毒瘾的信心和决心．

表２　拒绝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与吸毒

年限、戒毒次数的相关性

指标 环境因素 负面情绪 正面情绪

吸毒年限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５５

戒毒次数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４１

２２　戒毒人员实施心理干预的必要性

有研究［２］表明，从生理学角度帮助吸毒人群

戒毒确实有一定成效，如美沙酮药物治疗．但是事
实表明，单纯采用药物脱毒，脱毒人员回归社会后

复吸率高达８０％以上．复吸会使戒毒者的心理受
到极大的伤害和挫败，自我效能感低，形成习得性

无助的群体，使其戒毒的意愿和自主性大大削弱．
同时也造成戒毒工作的大量无效重复和社会资源的

极大浪费．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戒毒模式只关注
吸毒者的生理脱瘾，而忽视对吸毒者 “心瘾”（即

对毒品体验的内心强烈渴求）以及成功回归社会

的关注．随着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理－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实施心理干预对戒毒人员的治

疗和康复显得越来越重要．

调查发现，心理因素是造成吸毒者复吸的主要

因素．具体表现为：１）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心理依
赖性顽固，这也是戒毒工作的最大障碍．生理脱瘾
后，“心瘾”却未消除，“心瘾”驱使其产生焦虑、

冲动、痛苦等感觉，进而导致复吸．２）低自尊、
低自我效能感和人格变异是强制戒毒人员心理变态

的主要特征．吸毒严重影响人的思维、情绪、言行
和行为，对注意力、记忆力、耐受力、意志力等具

有破坏作用．此外，吸毒造成家庭不和、受到社会
排斥等，导致其产生情绪不稳定、抑郁、紧张、焦

虑、自卑感、无能感、逃避现实和人际关系不良，

甚至产生敌对性、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等病态心理

特征，给戒毒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研究［１０］结

果显示，强制戒毒人员毒品复吸率居高不下与其心

理问题密切相关．解决心理问题，提高健康水平是
戒毒工作的有效举措和重要任务．因此，强制戒毒
工作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系统性、科学性，

将戒毒工作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新发展格局，

切实提高戒毒工作的成效．此外，对戒毒人员实施
有效心理干预，可帮助其提高心理应对能力及改变

不良行为，形成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逐渐戒掉

“心瘾”．
２３　拓展训练的心理健康效益

拓展训练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在英

国出现了一种称之为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的管理培训，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原意是 “暴风雨来临之前，停泊在

宁静港湾的船驶向大海，去挑战未知领域”，之后

ＯｕｔｗａｒｄＢｏｕｎｄ以独特新颖的培训形式和良好的培
训效果逐渐发展到全世界．而现代教育、管理培训
领域中的拓展训练属于狭义概念下的拓展，其融合

了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体育科学、管理学等学科

体系，是一种突破传统教育思维和教学模式要求的

全新概念的体验式学习，并倡导 “从做中学”．拓
展训练的特性表现为：以身体活动为载体，体能消

耗适中；以团队为组织形式，游戏活动为内容［６］．
拓展训练培训以特有的活动为训练内容，非常态情

景的创设，参与者要在体验过程中经历 “担忧或

恐惧”“犹豫”“挑战成功、战胜自我”等一系列

心理变化过程，心理挑战较大，要求参与者要学会

运用正确的心理变化应对项目本身和生活中相似的

情境．面对困难和失败，应保持坚毅、自信、积极
乐于交往、沟通合作的心态．研究［１１－１３］表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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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训练对个体的适应力、应激力、承受力、控制

力、感悟力、表现力、自愈力和意志力等心适能有

较大改善和提高．作为户外运动项目，拓展训练不
仅能提高参与者的体能和身体机能，而且对调节负

性情绪、矫正失衡心理、提高心适能具有一定作

用．
２４　拓展训练与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关联性和契
合性

２４１　拓展训练与运动戒毒机制的关联性
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增强体能、预防疾病、提高

生命质量，而且具有抗抑郁、降低焦虑、提高主观

幸福感的作用，并具有对某些人格特质改变和积极

应对刺激反应等心理健康效益．研究［１４］发现，体

育锻炼与吸毒均会引起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且

两者体现的功效不同：体育运动会对大脑的氧供

应、氧利用、神经递质的功能和大脑本身的结构产

生积极影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够提高脑细胞工

作的耐受能力和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协调能力，

使大脑更加灵活、协调；而吸毒则会抑制记忆与认

知控制系统．大量实证研究［１５－１８］表明，运动干预

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戒毒新疗法，其机理是：运动

可以促进体内多巴胺的释放、增加多巴胺受体，增

强中脑多巴胺能系统功能，改善中脑多巴胺能系统

结构，与毒品竞争，抑制多巴胺参与脑内奖赏和强

化的犒赏通路，降低多巴胺及其受体的利用率，减

少吸毒者对毒品愉悦感的渴望，从而提高戒断率，

降低复吸率．尤其是中小强度的运动 （有氧运动）

可能更有利于调节多巴胺能系统和谷氨酸能系

统［１９］，缓解戒毒者的戒断症状．有研究［１９］显示，

６０％～７０％ＨＲｍａｘ的运动干预能有效降低焦虑、
抑郁水平，提高戒毒康复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拓展训练对身体运动的锻炼价值主要是指健康

体适能．按照衡量健康体适能的要素，其价值主要
体现在对心肺耐力、肌力与肌耐力的锻炼［３］，如

“挑战１５０”“极速６０ｓ” “超音速” “击鼓垫球”
“电网”“法柜骑兵”等项目多以体能为引导，两

队需要持续２０～３０ｍｉｎ的往返跑或托举、提拉等
技术 动 作，活 动 中 参 与 者 的 心 率 在 ９０～
１３０次／ｍｉｎ．也就是说，拓展训练不仅对参与者的
身体素质、运动能力提出中等强度的要求，还能有

效提高戒毒者的体适能．换言之，中等强度的运动
有利于缓解戒毒者的戒断症状，降低复吸率．

２４２　拓展训练与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契合性
对戒毒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制戒毒人员心

理历程十分复杂，心理多处于多变性和波动性的不

正常状态，表现为紧张、恐惧、焦虑、烦躁、多

疑、自信心不足、意志薄弱、社会交往不良、丧失

责任感和适应环境能力差等．由于人格变化和心理
异常，导致其丧失戒除毒瘾的信心和决心．而实施
拓展训练干预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１）该
项目采用 “先行后知”的体验式教育理念，培训

过程始终以戒毒者为中心，以戒毒者的 “行”为

先．即强调戒毒者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并使其
认识到主动配合康复治疗的重要性．２）该项目极
富挑战性，项目在特殊的运动情景中激发所有参与

者努力 “挑战”，学会正确运用心理变化应对项目

本身以及与现实生活相似的情境，提高戒毒者的应

激力、承受力、意志力、沟通交际能力、适应能

力、自愈力 （弥合精神创伤，抚慰心理不适的一

种自愈能力）．３）现代教育、管理理念下的拓展
训练培训交叉融合了多学科理论的指导思想，建构

了空中项目、地面项目、心智项目、组合项目等多

元项目群，可从这些项目中选择针对强制戒毒人员

心理、行为特征的项目实施干预．诸如 “齐眉杆”

“串名字”“团队组建展示”等破冰项目主要是打

破强制戒毒人员与司法教育管理工作人员之间心理

与行为上的坚冰，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感，建立互

信，并提高戒毒者的人际交往能力，改变其敌对心

理和偏执行为；“空中抓杠”“空中断桥”“绝壁求

生”“信任背摔”等个人挑战项目，主要是模拟困

境、风险等危机情景，参与者不仅要承受 “恐惧”

“犹豫”“挑战自我”等心理压力，同时还要克服

内心的恐惧，战胜自我，具有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

屈服的信心．此外，通过这些项目让戒毒人员感悟
到：人生旅途中总会遇到坎坷和挫折，而生命的价

值就是坚强地冲出坎坷、闯过挫折．换句话说，强
制戒毒人始终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去处理戒毒过程中

出现的一系列不良生理反应 （如疼痛、呕吐等），

以及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负性生活事件和负性情绪

等，提高情绪的自我调节和积极应对挑战的能力，

一旦挑战成功，则能够重识自我，突破心理舒适

区，增强自信心，坚定戒除毒瘾的信心和决心．再
如 “有轨电车” “蛟龙出海 （齐心协力跑）” “击

鼓颠球”“旋风跑”“挑战１５０”等团队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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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是协同合作．通过戒毒者的参训体验使其理
解个人与团队的相互关系，提高集体荣誉感、归属

感和凝聚力．项目挑战需要队员之间积极合作、有
效沟通与交流．这些项目可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互信，改善人际关系，提高自我效能感，帮助戒毒

者克服习得性无助，重树自信和决心，从毒品中解

脱出来，更好地融入家庭和社会．
２５　专家对戒毒人员实施拓展训练干预的态度

拓展训练以其新颖的训练项目和独特的培训模

式，给体育培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获得了极好

的声誉．目前，拓展训练以时尚、新颖的形式走进高
校体育课堂，弥补了传统学校教育和体育对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不足，该项目在培养身心健康、有较强社

会适应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人才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

用，从而获得了学校管理者、专任教师和学生的认

可．而关于实施拓展训练干预对促进强制戒毒人员心
理健康效益的可行性，本研究通过与一线强制戒毒管

理人员、司法教育工作者、教育心理和体育专家、国

家级拓展训练培训师 （表３）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
分析，并得到他们的一致关注和认可．由表４可知，
戒毒管理人员、专家、学者就实施拓展训练干预对促

进强制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的作用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

度，其中：非常赞成１１人，占６１１１％；赞成７人，
占３８８９％．此外，他们一致认为：拓展训练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场地、器材和设施要求比较灵活，除

特殊项目外，可以根据戒毒管理所的条件对训练项目

进行设计，实现一个训练目标有多个项目提供选择．
此外，拓展训练培训内容充分体现 “主体体验式”教

学特色，以体能活动为引导，心理锻炼提升为重点，

可获得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情绪调节、意志磨炼、

促进人际交往、增强自信和完善人格等效益．因此拓
展训练干预有助于改善和提高戒毒人员的心理应对能

力、控制能力，帮助其逐渐解除 “心瘾”，防止复吸．
综上所述，拓展训练干预是强制戒毒人员再社会化的

一条可行路径．
表３　访谈专家成员构成（Ｎ＝１８）

单位 人数

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司法教育工作者 ３

昆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司法教育工作者 ３

云南警官学院司法教育工作者 ２

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教育工作者 ３

云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 ２

国家级拓展训练培训师 ５

表４　专家对戒毒人员实施拓展训练干预的态度（Ｎ＝１８）

选项 人数 比例／％

非常赞成 １１ ６１１１

赞成 ７ ３８８９

一般 ０ ０

不赞成 ０ ０

反对 ０ ０

３　结论与展望

３１　结论
１）“心瘾”是造成吸毒人员复吸的主要因素，

心理干预是戒毒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强制戒毒人员的 ＳＡＳ、ＳＤＳ、ＳＣＬ９０的各

因子均分都高于国内常模均分，焦虑、抑郁等症状

明显；低自尊、低自我效能感和人格、心理变异是

强制戒毒人员心理病态的主要特征；戒毒人员拒绝

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与吸毒年限、戒毒次数等吸毒复

发关键指标极显著相关．
３）拓展训练的科学指导思想和特性对戒毒人

员的心理健康促进、缓解戒断症状、降低复吸率，

以及解除 “心瘾”，具有较好的关联性和契合性．
４）强制戒毒管理人员、司法教育工作者、教

育心理专家等对实施拓展训练干预实现强制戒毒人

员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给予支持和肯定．
５）拓展训练干预是强制戒毒人员再社会化的

一条可行路径．
３２　展望

心理因素对戒毒人员的康复和戒毒成功率有重

要影响．科学合理的运动干预能激活免疫应激和多
巴胺水平，有效降低抑郁、焦虑水平，从而改善苯

丙胺类药物成瘾戒断者的负性情绪［２０］，帮助戒毒

人员恢复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而拓展训练对强制
戒毒人员焦虑、抑郁、敌对等心理维度有促进作

用，该项目在整个过程中既有身体的动态参与，又

有内心的洞察；既有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路径，又

有自我内心的剖析和反思．且能够将身体体验与心
理提升融合在一起，在动与静、松与紧的良好训练

氛围下，增强戒毒人员对自我的肯定、内心的升华

及他人的认可．此外，拓展训练干预对强制戒毒人
员的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

理念，实现了教育矫治与社会教育的有机融合．
在后续研究中，本研究团队将依托 “云南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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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协会拓展训练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云南省学

校心理健康素质拓展训练基地”“昆明学院与昆明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云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的

‘警民共建、校所合作’”等平台，进一步与相关专业

人士、强制戒毒所教育工作者等进行深入交流和探

讨，并针对强制戒毒人员的心理问题设计培训方案，

开展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拓展训练干预对强制戒毒

人员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为构建多元化的戒毒体

系，提高戒毒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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