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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變遷，科技發達，社交媒體成為主流，社會價值多元化、在人際

往來、自我探索、自我認同、課業學習，面臨比以前更複雜多重的壓力，當各

方面無法達到均衡發展時，可能因為長期低迷的情緒造成困擾，表徵在行為上

出現悲傷、易怒、空虛、低落，反社會行為等現象，長期下來轉變成憂鬱症機

率變高，若不尋求諮商、醫療協助，甚至會造成個體自傷或自殺等生命安全之

威脅，嚴重威脅身心靈健康。希望能夠幫助學生尋求另類的輔導療癒方式，透過

園藝治療療活動，陪伴其度過混亂迷惘的校園生活，改善情緒，走出低潮，重建自

信。 

 

二、 研究目的 

 

    當學生面臨情緒低落時，有部分會主動尋求同儕、師長協助，但也有些人不想

被他人發現自我情緒低落、強顏歡笑，無助痛苦，錯失治療機會。當情緒困擾嚴重

到演變成憂鬱症時，願意尋求精神科治療者是幸運的，但有一些內向害怕社會眼光

不願意接受精神科治療，也擔憂在尋求協助時被貼上標籤，這些無助的學生更是急

需被關懷的對象，因此希望在精神科藥物治療與心理諮商之外，尋求另類輔導治

療，利用園藝治療找出緩解憂鬱的方法。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我們擬定出下列的研究目的： 

(1) 探討園藝治療對融合教育學童的福祉效益之影響。  

(2) 探討園藝活動對國小學童幸福感之影響；  

(3) 探討其在接受活動後之前後差異。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以下的方法進行研究，分別如下： 

一) 文獻蒐集法 

二) 實驗操作法 



四、 研究架構 

 

貳、 正文 

一、園藝治療定義 

    近年來，園藝治療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在不同的地方也被廣泛應用，所以

不少協會、學者針對「園藝治療」或「園藝療法」一詞做出不同定義。 

根據美國園藝治療協會（American HorticulturalTherapy Association, 

AHTA），園藝治療是指「由註冊園藝治療師帶領，促進參加者達到既定、復康性

或職業性計劃的特定目標之園藝活動。園藝治療是一個主動活化的過程，發生

在已建立治療計劃的脈絡背景下，其過程本身即被認為是一種治療的活動，而

非最終產品（AHTA, 2020）。」簡單而言，園藝治療即通過園藝活動，發揮植物

的療癒能力，為有需要人士帶來身心效益。 

    然而，在不同的領域層面，園藝治療都有其獨特的意思，例如：在職能方

面，園藝治療可以被視作為學習新職業技能或重新獲得某種謀生技能；在認知

復康方面，可被視為改善記憶、認知、語言技能和社交技巧；在肢體復康方

面，則可被視為加強肌肉、改善協調平衡及耐力等。 

二、園藝活動對健康的影響 

(一) 園藝活動與健康的關係 

 

   老師們經常鼓勵學生多走出戶外踏青，藉由親近大自然的生活方式，讓壓力

造成的疲憊身心獲得紓解。面對大自然生生不息，當看到色彩繽紛的花草植

物，當漫步在如地毯般覆蓋著大地的綠草，當進入森林中享受芬多精，都會讓

人心情變好，也能轉換情緒，擁有正向思考能力。 

    而植物的多樣化更是讓人百看不厭，植物隨著四季更迭而有不同的色彩變化和

不同的物種，都令人賞心悅目；觀察植物的花開花謝也會引發生命教育的重視，透

過播種、照料、除草施肥、扦插、壓條、園藝植物的收成等，並經由體驗、期待、

欣賞、分享的歷程，都能引發人們心靈上不同的影響並察覺植物生命的美好與感



動，利用植物和自然，使不良的生活行為獲得改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可透過與植

物親密的互動來改善。園藝活動能讓人們紓壓放鬆，提昇平靜、愉快正面情緒，還

能當興趣培養。園藝治療是「輔助性的治療方式，對於促進人的身心理健康有助

益，利用人喜歡接近大自然事物的特性，達到身心放鬆，減輕壓力｣，可促使個人

或群體產生正向意念。 

 

(二) 園藝治療的效益 

    所謂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即是「藉由人們接觸植物、園藝操

作等活動及接近大自然對人體身心復原的特殊功效，使心理得到慰藉的治療方

式｣。陳彥睿、陳榮五（2014）將園藝治療的效益整理成四大項，1智識效益、

2.社交效益、3.情感效益、4.生理效益。在社交方面，藉由分享園藝的經驗，

提供有意義的互動。由於團體組員間有共同的目標，藉由彼此尊重、互相配合

及分擔責任，與他人分享個人園藝成果，藉此獲得互動的效用。林宜樺(2015)

整理學者的研究結果，將園藝治療效益分為六大項，分別為生理效益、認知效

益、情感效益、社交效益、休閒效益與職業效益。「園藝治療是一種稱之為正向

能力為基礎的治療方式，可以帶來生理、心理、社交、認知及經濟效益｣，這五

大效益也是園藝治療的五大目標，根據這五大目標，設計並選擇適合參與者的

園藝活動。 

在園藝治療的效益中各學者都提到社交和情感效益，透過園藝操作活動，參與

者擁有共同目標和話題，在連續數次的園藝操作中，創造與他人對話、分享、

學習的機會，甚至可以認識擁有相同嗜好的朋友。園藝場合提供休憩和彼此聯

絡感情的環境，激勵參與者走出戶外的動機，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藉由

照顧植物、園藝創作，感受植物生命力，增加自信。 

    在過程中發現園藝治療對於情緒、社交、情感上都有正面效益，園藝治療

對於提升正向思考上有療癒的力量，從事園藝活動，春花秋實，花開花落，生

命有其自然演化，對於人生起落，挫折困頓，追求自我，具有能轉向正面積極

的能量。 

三、園藝治療適用性植物的特性 

    植物的選取為園藝治療操作的重要材料，良好的選擇與搭配，可以讓園藝

治療更容易達到預期效果。園藝治療植物的選擇性很重要，必須選擇適合種

植、容易照料、容易取得的植物，並兼具美觀、可觀賞或裝飾的植栽，園藝操

作表現才能讓學生有成就感，沉澱心靈。台灣第一位取得美國認證的園藝治療

師黃盛璘，根據從事多年園藝治療經驗，他認為在台灣要推廣園藝治療，第一

步就是要尋找適合的植物。 

不同的植物會有不同的療癒力量，園藝材料需注意植物的外觀與特性，不同植

物的花色、氣味、或烹調方式都可能引發個人不同的反應，正確的選擇與搭配

可產生適當的效益，例如「色彩鮮豔的開花植物可有效刺激視覺感官，強化正

向情緒；特殊味道的香草植物可刺激嗅覺神經，活化腦部神經｣，學者將適合園



藝治療的植物選擇歸納出幾個原則：1易栽易活、2色彩鮮豔、3無毒性、4繁

殖方便取材容易、5時間不能太久才有成果、6容易開花或結果、7有一定的欣

賞期、8後續管理簡單。提醒進行園藝治療操作時，應特別注意之準則： 

（一）種植容易培育，簡易病蟲防治，不需噴灑農藥為主。 

（二）若需應用花卉植物，活動季節應該配花期，而花卉顏色為色彩繽紛鮮

豔。 

（三）無毒與低刺傷性之植物，若植物帶有刺葉，則必須以手套保護。 

（四）繁殖與採取得容易性，避免過度困難與麻煩。 

（五）孕育期避免過長，也應具有觀賞期，以增加個體成就感。 

 

四、活動設計~探討植物對於學生的影響 

 

在設計活動方案時以增進學員互動、設計手作以及對校園植物認知與植栽方式

之活動為主，活動為期兩週，主要目標以促進社交、正向情緒及提升自信為

主，園藝治療處方設計如表 1所示。 

 

表 1、園藝治療處方設計 

項次 園藝治療 

處方 

肢體 

活動 

情緒 

紓解 

邏輯 

意識 

社交 

技巧 

步驟 

一 1. 希望種植 

(彈簧草、水

冷花) 

★ ★ ★ ★ 1-1.盆底放入報紙。 

1-2.盆內放入培養土

至八分滿。 

1-3.將植物移入種植 

1-4.表面鋪上彩色

石。2-1.在塑膠板寫

上對自己鼓勵的話。 

2-2.插入盆栽土中。 

二 大自然拼拼樂 ★† ★ ★ ★ 1.將找到的葉片及植

物素材收集。 

2.將素材放入畫內，

設計自己想要的畫

作。 

3.與大家分享。 

 

 

 

 

 



 

課程(一)、希望種植 

一、植物介紹 二、放入培養土 

  

三、植物放入 四、補土 

  



五、放入多色石 六、寫對自我的期許 

  

七、分享各自的標語 八、完成希望種植 

  

 



課程(二)大自然拼拼樂 

一、 引起動機(聞左手香) 二、葉子介紹和拼貼說明 

  

三、樹葉裁剪 樹葉裁剪 

  



四、樹葉拼貼  

  

五、發表作品及創作動機  

  

 

 

 

 

 

 

 

 

 

 

 

 



參、 結論 

 

一、 在這次的活動處方設計中，特別針對學生需求，在人際互動、植物認

識、園藝知識學習和手作作品動動手及動動腦，強化知體以及發揮創

造力進而達到成就感的滿足。參與者多半對於植物以及戶外活動較為

喜愛，這也印證了園藝治療的初始。 

 

二、 參與者在參與園藝治療處方後，對於社交、自信、學習以及同理心上

明顯有所改變，證實了園藝治療能為人們帶來幸福感，且在短期內成

效就非常顯著，也證明了園藝治療短時效高報酬的成效。 

 

三、 參與學員針對這次活動給予的回饋中，確實的看到了園藝治療對於教

育的正向回應，活動針對問題點作設計，融合教育班級中，因彼此背

景較為懸殊，從家庭背景到學習能力等，造成彼此間的相處不協調或

是自信心不足使得不敢與同儕互動之類的問題層出不窮，園藝治療確

實可以解決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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