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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教育矫治局教育处主任科员王春光
对症开“处方”的戒毒专家

从警10年间， 凭借活泛的头
脑， 敏而好学的特质， 他研发科
学评估工具 、 引入前沿矫治技
术， 从普通民警成长为受人瞩目
的戒毒专家。 他就是北京市教育
矫治局教育处主任科员王春光，
是北京市教育矫治局培养的第一
位研究毒品成瘾神经机制和临床
干预的博士， 今年3月被评为北
京市政法系统优秀人才。

探索 “戒毒十步法”
取得好效果

2008年7月 ， 王春光从中国
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毕业后， 来到北京市天堂河强制
隔离戒毒所四大队。 他虽然顶着
“研究生” 的光环， 但是入警的
头几个月， 遇到戒毒人员不服管
的问题， 依然束手无策。

“管人管不好，自己也很有挫
折感。 ”王春光说，那段时间，他就
是靠磨时间，跟强戒人员聊天，深
入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吸毒史、
家庭环境等， 琢磨他们的心理特
点，有针对性地去想办法。

一名吸毒人员张某， 因为长
得人高马大， 有恃无恐， 平日里
总端着一副谁也别来招我的架
势。 有一次， 张某和其他强戒人
员发生肢体冲突 ， 换作其他民
警， 批评惩罚， 做教育工作， 以
后留心关注多加防范， 但王春光
却先去翻书 ， 通过查资料他发
现， 长期吸毒之后， 毒品会使大
脑负责管控冲动和进行愤怒调控
的脑区受损， 导致人的冲动性变
强， 自我管控能力变差。

找到 “病根儿”， 王春光找
到张某给他解释， 并对症开 “处
方”， 教给张某情绪管理的技巧，
进行科学的脑功能恢复性训练，
后来， 张某能很好管理自己的情
绪， 再没有发生过激行为。

王春光在大队管班和心理咨
询员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多。 针
对戒毒人员的心理特点和戒毒需
求， 查阅了数百篇戒毒领域相关
的文献资料， 深入访谈了上百名
戒毒人员， 探索出了 “戒毒十步
法”。 从戒毒认知、戒毒示范到戒
毒技能的训练， 形成了相互衔接

的十个戒毒步骤， 并将其用到所
管的班组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他所带的戒毒人员出所后至今还
保持操守。工作第二年，王春光夺
得全局戒毒类班组考核第一名，
获得了局“优秀班组”称号。

研究评估表 “透视”
吸毒者内心

2010年11月， 王春光从大队
调入到戒毒所心理咨询中心， 开
始站在全所角度琢磨戒毒人员的
心理行为评估问题， 并承担了全
局性课题研发任务。

王春光和同事对所管人员进
行了大量访谈和问卷调查， 评估
量表的题目都是从所管人员的现

实生活和想法中来设计的。 “想吸
毒时坐立不安 ”“家人都不理解
我”“我对戒毒没有信心” ……通
过专门设计的问题， 对他们进行
身体唤醒、情绪管理、家庭关系等
多维度评价。做完评估量表，一个
戒毒人员“中毒”有多深，家庭关
系如何，戒毒信心强不强，有没有
戒毒行动，都会直观地呈现出来，
民警可进行针对性矫治。

随之问题来了， 有的戒毒人
员疑心重， 答题时故意答错 （说
谎），或敷衍了事，还有“装好”的。
尤其是一些女性吸毒人员， 刻意
掩饰，给出的答卷十分“完美”。王
春光和专家沟通， 在量表中添加
了一些“测谎”“装好”的题目及对
作答态度的评测， 通过多道 “门

槛”设置尽量保证量表的科学性。
经过两年的反复修订调试，

评估量表最终确定下来。 王春光
说： “那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
程。” 评估工具的出现， 让基层
戒毒民警可在很短时间内就一目
了然地掌握戒毒人员的戒毒状
态， 不再像以前一样花很长时间
接触了解 ， 完全凭感觉经验判
断， 让矫治工作更加科学化。 而
戒毒人员能了解自己的问题所
在， 配合民警工作。

攻读博士在矫治中
学以致用

2013年， 在市教育矫治局支
持下， 王春光到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药
物成瘾的神经机制与临床干预”。

学习让王春光取到 “真经”，
其中一个便是反应时任务。 通过
捕捉测试者答题反应时间长短来
评估神经系统损害程度。 比如做
戒毒人员成瘾测试时， 电脑屏幕
上呈现出一个冰壶的图像， 题目
不是让测试者对图片做反应，而
是让他用按键去选择图片边框的
颜色。 吸毒人员对与毒品相关的
线索有特别的注意偏向， 会把注
意力放在冰壶上， 很难或较慢注
意到边框的颜色， 在作答时就会
出现延迟。 通过延迟的时间就可
以区分其成瘾程度，延迟越久，说
明成瘾程度越深， 神经系统受损
越严重。 反应时任务的引入规避
了评估量表主观作答， 可以人为
掩饰的局限性，成为更科学、排除
主观影响的升级版评估方式。

读博士时， 王春光发现有老
师专门在做内隐测试技术研究。
他敏锐认为该技术在戒毒工作中
大有可为。他花了近两年时间，最
终将其引入到对所管人员攻击和
自杀高危倾向的测试中来。

有一名戒毒人员， 在内隐测
试筛查中， 被发现存在高危攻击
性。 王春光对他访谈时发现， 他
特别认同用暴力解决问题， 身边
的朋友也多是从事与暴力相关的
人。 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他的冲
动性很强。 此后， 民警对其进行
有意识地引导， 减少刺激源， 有

效避免了所内暴力事件的发生。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王春光

的团队已搭建起高危行为筛查研
判的平台， 在各教育矫治所推广
应用， 为所管人员自杀、 攻击等
高危行为的及早筛查 、 精准防
控、 提前干预发挥了重要作用。
系列前沿技术、 前沿方法的引入
和本土化工作， 解决了基层民警
缺矫治技术、 矫治方法的难题。

引入VR技术进行防
复吸训练

随着VR虚拟现实技术的兴
起， 王春光就想怎么把这个前沿
技术应用于戒毒工作。

“我们在大量访谈基础上，
找到有共性的吸毒情景和线索，
1:1地去设置在卧室 、 客厅 、 汽
车内吸毒的各种虚拟现实场景，
以及身体唤醒的线索， 呈现出立
体逼真的吸毒场景。” 王春光说，
比如一个打火机， 对吸毒人员来
说， 可能会有一定诱发作用， 但
这是低级别的诱发渴求场景； 再
放置半成品毒品， 这是中级别。
最后， 直接拿来就可以吸食的冰
壶等成品， 就是高级别诱发渴求
的场景。 戒毒人员可以在从低到
高逐级递进的虚拟现实场景中，
结合自己学到的防复吸方法去进
行身体、 情绪等控制性练习。

根据实验， 虚拟现实技术确
实能达到真实环境的诱发效果。
王春光和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员
一起， 历时三四年基本完成了全
部场景的搭建工作， 目前正推进
与正念防复吸训练的结合。

“一朝吸毒 ， 终身戒毒 。”
王春光说， 能不能戒断的核心问
题， 是要找到 “毒品损害的到底
是什么” 这个靶点， 再有针对性
地治疗、 干预。 “我们是主张综
合干预 ， 生理+心理+行为+家
庭+社会照管 ， 在综合模式下 ，
各司其职。 这么多年， 我们做了
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找症状，
找每个人独有的症状， 进行针对
性治疗， 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
例。 我相信， 如果对症下药， 那
么戒毒虽然是个问题， 但不是一
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王春光说。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第二中心
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女教师， 她
24年守护着三尺讲台， 坚持用心
做事业、 用爱做教育， 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她的名字叫
刘秀英。

2012年11月12日， 刘秀英被
确诊乳腺癌。 “我曾经觉得癌症
离我很遥远， 但没想到就发生在
了我身上， 那一刻我几乎要崩溃
了。” 刘秀英回忆起那一天依旧
心有余悸。 到医院检查后， 当天
她便被留在了医院。 即便内心承
受着巨大压力 ， 但她仍心系学

生， 躺在病床上还在跟代课老师
做工作交接。

老话说： 伤筋动骨还要休息
100天。 但刘秀英从住院到治疗
再到恢复返校， 她只用了1个月
的时间。 除了几个同事， 学生、
家长都没人知道她得了癌症， 还
动了手术。

每天早自习开始前， 刘秀英
便会提前到班里看看情况、 安排
工作。 但是下午， 刘秀英却很少
按时下班。 去年的一天， 本来下
午4点半就下班的刘秀英6点了还
待在学校。

“那天班里李飞 （化名） 的
奶奶哭着就过来了， 说小孩每天
晚上都会躺被窝里哭。” 刘秀英
回忆。 原来， 李飞刚刚做了脸颊

调整手术。 调整仪的一部分从鼻
孔露了出来， 同学们问他是怎么
回事， 他就觉得是在嘲笑自己。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孩子
奶奶想让我提醒学生别再问这件
事。 但这样一来， 更容易引起别
的同学的好奇心， 还会影响李飞
的自信心。” 刘秀英稳定了李飞
奶奶的情绪， 第二天便找到李飞
谈心。 “同学们问你其实是在关
心你啊， 你平时这么喜欢发言，
表达能力这么好， 你可以给大家
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
试着去说呢？” 刘秀英语重心长
开导后， 李飞不仅从阴影中解脱
出来， 还更愿意表达了。 在全区
的古诗词大赛中， 李飞还获得了
很好的名次。

24年来， 刘秀英用爱心、 细
心 、 耐心 、 恒心助学生健康成
长， 也积累了不少执教经验。 每
接一个班 ， 刘秀英的首要任务
是： 建立良好班风， 共创育人环
境。 由于长期扎根农村教育， 她
也感受到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
任。 “每天， 我站在讲台前， 面
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睛， 心中总会
升腾起一种无形的责任感。 为家
乡的孩子们努力工作， 我无怨无
悔！” 刘秀英说。

坚守一颗丹心育桃李， 刘秀
英先后被评为大兴区骨干班主
任 、 大兴区 “五四青年标兵 ”
“师德先进个人 ” “师德榜样 ”
等光荣称号， 她所带的班还被评
为北京市 “先进班集体”。

□本报记者 盛丽

刘秀英：患癌教师用爱浇灌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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