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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辅助矫治戒毒实践研究
王静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国乐系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4

摘要:自古以来，音乐与人的情感、情绪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用音乐进行治疗由来已久，但专门针对戒毒

人员及工作人员进行的音乐治疗实践研究则凤毛麟角。尤其在新型毒品更加隐蔽，制瘾性更强，脱毒更加困难的

情况下，音乐能否从心理到生理对戒毒人员发挥作用，也是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项目实施过程，起到通过实践

研究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找到有效的音乐辅助矫治戒毒治疗途径，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正常生活，为维护社会

稳定做尽一份责任。

该项目的研究从音乐本体出发，通过聆听、参与、感知等环节，构建“视听感”等多维框架，唤醒戒毒人员的情

感体验，获取更多面对生活的积极情绪。同时，项目研究也针对戒毒干警，让他们在音乐中获取快乐，排解压力，

舒缓心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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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

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

能松懈。”本项目的研究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针对性

设置音乐课程，让戒毒人员深度参与，在对音乐的感知

过程中提升对“美”的体验，促进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构建多维的互通与交流方式，矫正其三观认知度，

提高他们回归社会的愿望，尽可能融入社会及家庭，感

受美好人生！

1.课程内容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影响大脑的多个区域，

激发情绪、记忆和奖赏系统，从而对人的心理状态产生

深远影响。针对戒毒人员这一特殊群体，音乐成为了一

个独特的媒介，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直抵人心。

项目设置第一讲音乐中的“自由”；第二讲音乐的

乐趣；第三讲音乐的语言；第四讲音乐的韵味；第五讲

音乐的故事；第六讲音乐的魅力。六个章节的音乐课程，

用音乐的方式为社会服务，体现艺术的真正含义与本质。

通过艺术的形式辅助调整戒毒人员心理状态，借助音乐

舒缓情绪、激发热情，引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辅

助他们增强回归社会的愿望。

2.研究过程

2.1 音乐与“自由”

2.1.1问题引导——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实现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的基础，戒毒人员

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拥有

自由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和满足，因为戒毒的目的是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快乐。自

由也意味着戒毒人员个人要承担道德责任，对自己的行

为负责，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

与稳定。

2.1.2课程导入

在音乐领域中，情感是自由的、表现形式是自由的、

音乐旋律的创作是自由的，但音乐依然有其内在必须要

遵循的规律。自由并非无边界的放任，亦非简单的无拘

无束。真正的自由，是内在的自律与外在的责任相结合，

是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和改造世界。

音乐思政教育课程，就是要引导戒毒人员去思考，如何

在遵循社会法则的前提下，实现早日戒断毒瘾的目标。

音乐，是情感的宣泄，是灵魂的抒发，它跨越语言

和文化的界限，直击人心。让每一名参与课程的人员放

下日常的束缚，打开心灵的窗户，以开放的心态去感受

音乐带来的震撼，去体会自由的力量。在音乐的海洋里

遨游，在自由的空中翱翔，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不仅学到知识，更重要是获得灵魂的触动，积极面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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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矫治戒毒之路。

2.1.3音乐中的“自由”

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

的。从社会学说，自由是不侵害他人利益。从法律讲，

自由就是不违法。由此我们发现，自由，他是有限定条

件的，比如“无害于他人”，比如“不违法”。

音乐由节奏、旋律等多种要素构成。在众多的音乐

表情标记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自由地”“稍自由地”

等字样，对于演奏者而言，“自由地”处理并非随意更

改，而是在尊重作品原有风格和框架的基础上，演奏者

根据个人理解与感受，对乐曲的速度、分句、节奏、音

量和音色等元素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变化。”

节奏——是音乐构成的第一要素，也是音乐的灵魂，

任何一首艺术作品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思路构建

的具有一定规律的音乐框架，这个框架就是一种“约束”。

我们对乐曲做“自由地”处理时，前提条件是要满足或

者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而不是无所顾忌、任意妄为。

戒毒人员更是如此，通过努力戒毒来找寻自己的人生目

标，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

音乐中“自由”与节奏的关系，这两个概念在乐曲

中是相辅相成互为制约的，应该根据基本节奏来对乐曲

做相对自由的处理，而不凌驾于作品之上。比如葫芦丝

独奏《月光下的凤尾竹》，体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凤尾竹依然能够茁壮成长展现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同时，

歌颂生活的美好与幸福。该曲“自由的”[引子]依然不

能打破节奏的框架，只能对长音做稍自由的处理，让音

乐听起来更加舒缓流动，可见音乐中的“自由”也是有

前提条件的。希望戒毒人员能够借助音乐，增强克服毒

品对生理和心理的依赖，通过高度的自律而享受到真正

的“自由”。

2.2 音乐疗愈

科学研究表明，音乐能够有效地调节人的情绪，激

发内在的正能量，对于缓解心理压力、提升情绪状态具

有显著效果。在戒毒康复过程中，戒毒人员面临着心理

与生理的双重挑战，而音乐，作为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手

段，能够帮助他们在放松与愉悦的氛围中重塑自我，找

回失去的信心和力量。

音乐，这个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艺术形式，不仅仅

是耳朵的盛宴，更是心灵的触动。音乐与思政教育，初

看似乎毫不相关，但深入挖掘后，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音乐是情感的载体，它跨越语言和文化

的界限，直击人心。而思政教育，则是价值观的塑造者，

它引导人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当音乐遇

上思政教育，就让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而有趣，让

枯燥的道德说教变得情感丰富而易于接受。音乐，是人

类心灵深处细腻情感的表达。针对戒毒人员这一特殊群

体，开展以“音乐”为主题的思政教育，旨在探索音乐

如何通过其独特的韵律和和谐，触碰到每个人内心最柔

软的部分，激发出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决心。帮助戒

毒人员调整情绪，提升心情，与戒毒心理矫治工作有效

融合，提升戒毒矫治成效。

2.3 音乐体验

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采用多种方式引导戒

毒人员感受音乐，这不仅包括欣赏经典乐曲，学习音乐

知识，还包括亲自参与音乐创作、歌唱和舞蹈，让每个

人都能在音乐的海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绿洲。

2.3.1乐器演奏体验

教授干警及戒毒人员使用简单的中国传统民族乐

器，随着音乐的起伏和变化，体验音乐中蕴含的欢乐、

昂扬、奔放等不同的情感，通过参与演奏，让人身心放

松，最直接的演奏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传递给参与者，

引发他们的共鸣和感动。

通过简单的练习就可以直接参与乐曲的演奏，比如

《金蛇狂舞》。乐曲欢快激昂、热烈奔放，体现了人们

对生活充满激情。这些音乐作品，无不蕴含着对生活的

美好向往，通过音符的点滴渗入，教会我们如何去爱、

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面对困难和挑战。音乐思政教育的

魅力，在于它能够无形中影响人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强调理论的灌输，而是通过

音乐本身的力量，去触动人的内心，去唤起人的共鸣。

这样的教育方式，更加贴近人心，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和参与感。

2.3.2教育教学体验

体态律动是音乐中体现韵味的重要环节，体态律动

又称和乐动作，是让戒毒人员通过身体来体验节奏感，

从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使戒毒人员在课堂上

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达到训练反应的目的。比如歌

曲《兔子舞》是一种热度非常高的娱乐舞蹈类游戏，旨

在通过简单有效、节奏欢快的活动使参与者群体放松个

人状态、活跃现场气氛，以便更好地投入到整个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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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兔子，在心理学中代表着较高的社会认知能力和情

感表达能力。兔子舞关注游戏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助

于培养戒毒人员的感情以及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提高

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2.3.3音乐思政体验

音乐，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形式，穿透着人类的历

史，触动着个体的心灵。它不仅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

更有着疗愈心灵、振奋精神的力量。针对戒毒人员这一

特殊人群，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剂重要

的康复良药。本次课程主要与戒毒人员分享的，是音乐

在戒毒人员戒毒康复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通过音乐

思政教育课程为戒毒人员带来希望和改变。在音乐的陪

伴下，不断丰富教育矫治的手段，有助于平复心绪，提

升戒毒人员自我认知与控制。国内外的研究均显示，音

乐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抑郁等情绪，改善心理健康状

态，从而促进身体健康的恢复。

音乐思政教育课程，是将音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旨在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培养正确的价值

观和人生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歌曲本身，

更通过对歌词的深入解读，理解其背后的道德理念和社

会意义，使音乐成为传播正面思想、塑造健康人格的有

力工具。通过集体的学习与演唱、演奏，期望每一名参

与者都能在音乐中找到共鸣，激发内心的正能量，增强

战胜困难、戒断毒瘾的信心和决心。

3.研究成效

3.1 原创歌曲

项目成员通过前期调研，密切结合昆明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向阳而生”的教育主题，对戒毒人员开展“向

阳、向上、向善”的教育矫治工作理念相结合，由我国

著名词作家任英荣女士与云南艺术学院作曲系李娟副

教授共同创作了声乐作品《向阳花开》，用身边人和事

触发他们自觉抵制毒品的侵害。

3.2 数据对比

在这次研究中，我们选取了自 2023 年 1 月后被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的 40 名戒毒人员个体进行心理状态的

评估，随机把他们分为两组，其中 20 名戒毒人员接受

了音乐治疗，另 20 名戒毒人员作为参照组没有接受音

乐治疗。以下是经过半年音乐治疗之后两组戒毒人员的

各项心理维度的得分变化情况：（以下数据由昆明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王思文、黄瑞云提供）

3.2.1接受音乐治疗组心理测评情况统计

3.2.2参照组心理测评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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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接受音乐治疗的 20 名

戒毒人员在各个心理维度上均有显著改善，得分平均下

降率在 70%到 90%之间，而参照组的得分变化不明显，

下降率仅在5%到 10%之间。这表明音乐治疗对改善个体

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缓解躁狂、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健康关

注、偏执和精神病性等心理问题。此外，音乐治疗还对

戒毒人员的情绪稳定、人际关系、心理压力、自我认同

和整体生活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在情绪控制、

社交互动、压力缓解、自我认同感提升以及日常生活的

积极性和动力方面都有显著改善。通过音乐赏析、音乐

参与等活动，让戒毒人员亲身经历音乐带来的愉悦与自

信，促进他们对生活有憧憬及向往，进而更加自律、主

动的参与教育戒治课程，巩固戒毒成效。

3.3 社会关注

项目实施过程受到多家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的高

度关注，在此我们也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吸毒人员，并提

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康复和回

归社会的环境。

总结

面对戒毒人员，我们用音乐的形式开展“思政”教

育，对教育矫治及“一体两翼”工作均是一种创新实践，

期望通过这样的横向交叉研究，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思路，

辅助提高戒毒工作成效。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

者，从生理到心理都较为敏感，音乐可以通过对“美”

的演绎，对“美”的感受，促进对“美”的追求，较为

柔和的进行思维干预与矫正，辅助提高戒治成效。引导

戒毒人员深刻认识毒品危害，积极追求“真善美”，重

塑戒毒人员对于美好生活的健康追求，由被动的“强制

戒毒”变为主动的“我要戒毒”，从内心深处脱心瘾、

断毒瘾，真正做到绿色无毒，健康生活。

该项目通过探索戒毒人员与干警、戒毒人员与戒毒

人员、干警与干警、戒毒人员与环境、戒毒人员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寻求激发戒毒人员感恩亲人、感恩社会、

增强自信的途径，在感受音乐文化的无限魅力的同时，

促进戒毒人员在音乐的陪伴下“拒绝毒品，向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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