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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園．滿人生

人與大自然有著微妙的關係，共存及共生，同樣植物及大自然環境，也
是我們的老師。細察當中的奧妙，令我們對上天有一份敬畏，對生命有
一份尊重。

建立幸福感是一個漫長及漸進的過程，也是成長的經歷，與植物的生長
很類似。

感謝園藝治療師梁美嫻女士及蔡家樂先生，為計劃第三層教師培訓單元
設計及主持了三整天的園藝輔助治療與身心靈健康的工作坊，當中有很
多富創意又有意思的園藝輔助治療活動，讓參與其中的 20 位校長、教
師在繁忙的工作外，學習如何應用和實踐園藝輔助治療，推動正向教育，
也讓個人身心靈在學習和體驗過程中得到更新和滿足，一起渡過了一個
難忘的生命教育之旅。

怎樣的人生才算圓滿，相信每個人的定義也不一樣，但通過這 18 小時
的「園」藝輔助治療活動，大大「滿」足了參加者身心靈健康的需要。
期待他們回到學校中，實踐所學的，透過課程融入、其他學習經歷、輔
導小組等不同的可能性，繼續發展他們的幸福「人生」。

本書不單是工作坊的記錄，也將園藝輔助治療的基本概念、活動流程、
應用和參與者的回饋、反思等，好好整理。希望看這本書的你，未來也
有機會與我們一起體驗及分享。

　何玉芬博士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計劃召集人

　鄧淑英女士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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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生命教育之旅

疫情下師生經歷前所未有的壓力，影響學習、社交、精神情緒及身體健
康，期盼重投校園能讓師生分享交流，舒緩情緒，以積極正面態度面對
生活。

本手冊《園滿人生》是將園藝輔助治療培訓課程內容有系統地記錄，將
種子老師親身體驗治療活動過程、實際操作／應用及回校實踐經驗收集
成教學工具，為未能參與的老師提供寶貴經驗及成果分享。讓他們具體
明白過程中活動設計及其效果。本人十分推薦學校開展園藝輔助治療活
動，體會生命意義和價值，燃點生活力量。

園藝輔助治療活動不單是種植活動，也是生命教育。園藝輔助治療是以
植物為介入媒體，植物擁有生命，有其生命週期，需要悉心及耐心照顧
料理，讓師生體會生命成長歷程，過程中喚起生命意義和價值，提升抗
逆能力和意志。

受訓的老師可因應學生不同需要及能力，通過評估、分析及訂下目標，
設計適合的園藝活動，如種植、花藝手工、治療性園景設計等，打開學
生的五感與植物接觸，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舒緩情緒，促進師生互動及
身心靈健康，建立正面幸福的校園。

　曹美娟校長
　中聖書院前校長及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前學校發展主任

序三

重建美好的身心靈

首先，我們十分感謝「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的邀請，讓我們可以
將園藝輔助治療的理論和手法，與 18 小時的培訓項目有系統地整理下
來，令更多人認識甚麼是園藝輔助治療。

回想起來，在香港推行園藝輔助治療路上經歷了很多，尤其是要發展一
套本土化的治療手法，真的需要時間和將一點一滴的經驗累積下來。

因此，《園滿人生》園藝輔助治療培訓課程手冊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一
方面可以將實用工具和不同人士分享，也希望拋磚引玉，讓美好的經驗
一步步累積下來，成為將來本土化的園藝輔助治療藍圖。

雖然我們曾經帶領過不同的對象認識園藝輔助治療，但是，今次能夠和
20 幾位來自中、小學老師相處了 3 天共 18 小時，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
憶。最感動是見到老師們十分投入參與，回饋分享，更甚是將所學的帶
回學校實踐應用，真的讓我們很高興。

期盼這些種子老師能夠帶動校園師生們對園藝輔助治療的認識，好讓這
棵美好的種子發芽長大。透過接觸植物，將人連繫大自然，重建美好的
身心靈。

　梁美嫻女士（Michelle Leung）及蔡家樂先生（Paul Choy）
　註冊園藝治療師（Horticultural Therapist Registered，HTR）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註冊園藝治療師
　台灣 ACP 認證園藝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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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培訓活動源起及目標

2021 年 10 月，我們為老師舉辦了 18 小時的《園藝輔助治療與身心靈
健康》培訓課程。課程旨在培訓一班種子老師，讓他們親身體驗園藝輔
助治療的過程及實際操作及應用，然後將所學習到的相關技巧帶回所屬
學校，延伸應用在實際環境中（例如向學生開設一次性或多次性的小組
或全校參與活動），透過實踐，用生命影響生命的方法，讓更多人以園
藝輔助治療培養正向思維。

18 小時的培訓課程名額有限，我們希望透過這本
《園滿人生—園藝輔助治療與正向教育》
教師培訓之旅，將培訓課程內容以文字方式有系統
的記錄下來，並且將老師回校實踐經驗整理，相信
可以為有興趣了解園藝輔助治療和應用的老師提
供寶貴的經驗及實證成果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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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選擇在學校中

應用園藝輔助治療手法呢？

我們希望老師透過花、葉、種子，打開他們的五感，在感受植物生命力
的當下，走進園藝輔助治療的世界，覺察自己的內心世界，也透過接觸
和觀察植物，提升個人身心靈健康。同時，當老師親身體驗園藝輔助治
療中一些影響生命的技巧、實際操作及應用，就可以更了解治療小組的
介入手法。植物由種子萌芽茁壯成長，就仿似人生的循環。園藝輔助治
療手法讓人體驗生命由出生、成長到經歷死亡，好像是感受「圓滿人生」
的過程，也貼合生命教育的意義。因此，園藝輔助治療手法十分適合應
用在校園環境，特別是生命教育，兒童及青少年成長需要，情緒舒緩，
親子關係改善等領域。很多西方的研究指出，園藝輔助治療手法具有實
證及科學根據，有助於兒童及青少年在成長階段中的需要。

園藝輔助治療可以培養學生的社交和情感技能，並促進學生正向發展的
學校文化。學生通過照顧植物，看到植物的生老病死，生命循環，從而
重新檢視何謂「生命意義」。透過體驗生老病死，學生建立積極的心態
和堅毅力，達至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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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歷史

談到園藝治療的歷史，可追溯至古埃及時代，當時的園藝治療師知道一
個花園的建構可以讓人感到平靜安穩，為有精神困擾的病患者帶來舒緩
作用。

到了十九世紀末，美國費城一位醫學教授 Benjamin Rush 將園藝治療
運用在專業的臨床治療上，同時為心理治療打開了一扇門。

園藝治療的轉捩點出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對戰後大量的
傷兵，美國政府透過運用園藝治療，協助肢體有殘障的傷兵面對心理治
療的關口。到了 1960 年代的越戰時期，園藝治療被廣範運用在心靈受
創傷的退伍軍人身上，為他們帶來安慰。

1953 年，美國馬蕯諸塞州森林植物公園為市民提供園藝治療服務，其他
植物園亦相繼推出有關服務。自 1977 年起，芝加哥植物園在其他城市
的園藝部設立園藝治療服務處，開設以一年為周期的園藝治療課程。

1973 年，因應社會的大量需求，美國成立園藝治療協會以作教育與推
廣。目前，美國已有數百位園藝治療師在醫院、復原中心、社區中心及
學校等地方服務。

到了 21 世紀，除了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歐美國家相繼成立協會，
亞洲地區，如日本、韓國及香港等地也陸續成立相關組織繼續發展及推
廣園藝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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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什麼是

園藝輔助治療 ?

「台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黃盛璘老師
（2007）曾經指出園藝輔助治療是透過
園藝治療師的設計與指導，利用花、蔬
菜和香草等植物的栽種與花藝等活動，
增進人在社會、心理、生理和智能上的
機能。

台灣郭毓仁教授（2018）指出園藝輔助治療中，最重要是先了解受惠者
的特性，定下可行的目標和評估方法，再利用園藝課程以及環境裝置來
達成目標，最終希望透過相關的活動來促進人類福祉及生活效益。

總括而言，園藝輔助治療的重要元素是藉由人們接觸植物，切入既定的
目標，設計不同的園藝活動，最終達致人的身心靈福祉發展。

它也是一個促進身心靈發展的過程，一種有效的治療方式，適用於不同
年齡、背景及能力的人身上。療癒目標可以很廣闊，沒有限制。園藝輔
助治療以能力為本（Strength-based）， 有別於傳統輔導理論，並不
一定從問題出發。

12

3
4 5

身體健康
Physical

正向情緒
Psychological

頭腦及意識清楚
Cognitive

有真正好的
朋友在身邊

Social

經濟無憂
Economic

1 . 3

什麼是幸福 (Well-Being) ？

「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是關於幸福感的培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4 年的定義如下：

「一個人能夠展現其能力、應付平日的壓力、工作上有效能、有收穫，而
且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狀態。」

簡單而言，就是「快樂」這兩個字！

園藝輔助治療可以增進人的幸福感（Well-Being），同時讓一個人感到
快樂。

而幸福感主要來自五大部份： 詳情可參考廖曼利、翁晴韻（2019）。
《園藝輔助治療基本功》第二章 111-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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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幸福
Health, Well-being

復健、接納、社會包容
Rehabilitation, Acceptance, 

Social Inclusion

就業
Employment

技巧提昇
Skills 

Development

社交、互動、
自尊建立

Social Processes, 
Interaction, 

Esteem-Building

主動：園藝活動
Active：Horticulture, Gardening

寧靜、平安、靈命
Tranquillity, Peace, Spirituality

食物、耕作、消費
Food, Cultivation, 

Consumption
注意力恢復、

壓力緩解
Attention 

Restoration, 
Recovery 

from 
Stress

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

被動：體驗自然
Passive：Nature Appreciation

內在因子：親生命性
Innate Factors - Evolutionary - Biophilia

通過園藝輔助治療及大自然
達到健康和幸福感的「親生命假說」

愛 德 華． 威 爾 森 在 著 作《 親 生 命 性 》（1984） 中 提 出 親 生 命 假 說
（Biophilia hypothesis），認為人類有親近自然世界的本能。

18 小時的《園滿人生》體驗課程讓老師從經驗中學習，他們親身體驗後，
利用經驗學習法中觀察、感受、反思和整理的歷程，加以實踐而達到轉
變，慢慢走向身心靈健康與幸福。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園藝輔助治療的重要概念，以演化論（evolution）及
親生命論（Biophilia）為基礎，假設自然環境對人有吸引力。

園藝輔助治療活動模式，參加者進行操作式園藝活動。
主動

參加園藝輔助治療活動
被動

感受園藝輔助治療活動 
( 例如漫遊感官花園 )

vs

園藝輔助治療過程的產物，
為參加者帶來不同的歷程及產生不一樣的變化。

兩大類別的正向效果。

園藝輔助治療最終目標是達至健康與幸福，
提升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

詳情可參考廖曼利、翁晴韻（2019）。
《園藝輔助治療基本功》第二章 93-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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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園藝輔助治療 vs 園藝活動

如何區分園藝輔助治療和園藝活動？

如果活動只是單次性而非以連續性小組形式進行，一般可歸類為園藝活
動。如果要達到治療效果，最理想是連續以大約 8 節的小組形式進行，
加上需要有具體的治療手法、目標和對象，才算是具有治療元素的園藝
輔助治療。

定義上的比較，能讓我們更加了解園藝輔助治療與園藝活動兩者之間的
分別。「美國園藝輔助治療協會」對園藝輔助治療的定義相對偏向專業
治療取向，主要是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註冊園藝治療師帶領，協助個案達
到特定治療目標的輔助性治療方法。園藝活動則是一些單向／單次性的
園藝項目活動，未必有既定的治療目標。

園藝輔助治療元素的原則：

 　治療必須加以數據證明（需作記錄，治療計劃）
 　治療必須有臨床實驗（臨床治療目標）
 　治療必須有專業的輔助者帶領（由園藝治療師帶領）

園藝輔助治療是透過園藝活動過程中帶出治療效果。園藝輔助治療的過
程是身體的復康， 是情緒的舒緩，是一種生命教育，參加者可以從園藝
輔助治療過程中得到上述的好處。

園藝輔助治療可以應用在室內或戶外環境 :

戶外環境

例如播種、育苗、移植、鬆土、
除草、修剪、施肥、採摘蔬果等過程。

室內

可以進行不同類型的園藝項目，
例如組合盆栽及相關園藝輔助治療手工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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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５

推行園藝輔助治療的

四項元素

根據我們在園藝輔助治療領域中觀察所得，園藝輔助治療是一個動態的
過程，當中包括治療目標、植物、個案與園藝治療師的四角互動關係。

正因如此，經驗豐富的園藝治療師對植物的特性會有所認識，透過運用適
合的植物，可以在人身上發揮很大的效用。而每一個個案在每一節小組的
回饋讓園藝治療師修正下一節小組的內容，從而達至預設的治療目標。

所以四者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包括：

服務對象
（Client）

服務對象在這個模型中是
指接受服務的人，通常這
個人或者一班人是被認定
需要改善認知情緒／心理
和社交功能的介入。

治療目標
（Treatment Goal）

治療目標包含團隊和服務
對象共同定立的治療目的
和目標。

園藝治療師 
（Therapist）

這裏所指的是受過專業訓
練的註冊園藝治療師，並
且能夠運用園藝作為治療
復健福祉的形式。

植物 
（Plant）

植物是指運用所有和花園
植物相關的活動或任務作
為一個媒介，提供服務對
象資源的機會。

這四大元素是互相緊扣，互相互動的，而且園藝輔助治療過程中的中心
點就是服務對象，以服務對象為主。因應不同的對象，會發展不同的園
藝輔助治療活動：

四類園藝活動的治療特質 
園藝輔助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
療癒性園藝（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社交性園藝（Social Horticulture）
職業性園藝（Vocational Hor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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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評估 活動規劃 活動執行 成效評估

需求調查
身心評估

目標設定

1 生理效益
2 情緒效益
3 認知效益
4 社會效益
5 靈性效益

活動準備
前置作業

期（課）前評估

效益評估
期（課）後評估
＊園輔能力評估

＊園輔能力評估

活動進行
現場操作
活動回饋
觀察記錄

檢討調整
捨棄
改善
持續

活動設計

教案設計
場地規劃
預算編列
應變方案

結束

1 . 6

設計園藝輔助治療活動的步驟

一個成功的小組或活動，如果能夠有周詳的策劃，就可以事半功倍。

在設計園藝輔助治療小組或單次活動時，下列圖表清楚列出需要包括的
範疇。大家可以參考下列步驟。

園藝治療活動程序

對象評估及分析

評估參加者對活動的需要。
認知能力 ? 互動能力 ? 情緒狀態及對參與活動的動機等。

了解個別參加者的意見，例如對活動的要求。場地環境等狀況
也必須考慮。負責人可以透過電話，事前問卷調查等方法收集
參加者的需求。

活動規劃

目標設定（生理／情緒／認知／社會／靈性）

Who 分工 誰人負責不同的工作 ?
What 內容 活動內容，步驟，每節之間的連繫
Whom 對象 因應不同對象需要或能力而設計項目
Why 活動目的 舒緩 ? 還是增強手眼協調 ? 

社交技巧等方向
Where 地點 室內 ?  室外 ? 有什麼配套需要？
When 時間 小組每星期一次還是隔周一次 ?
How Much 財政預算 整體所需資金及考慮每個項目的支出

配搭
How 方法 考慮如何實踐執行上述各點

Implementation 流程

活動執行／活動事前準備／活動實際進行
應變方案／後備安排：是否有延伸工具需要注意 ? 

If then 推行活動
活動進行中注意事項，下面是一些可供參考的例子：
不要只專注某些人的背景及個別興趣，應該滿足不同人需要及
細心、敏銳地適時回應參加者的變化

Evaluation 檢討成效

成效評估，檢討調整，作為日後改善的依據

活動設計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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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７

園藝輔助治療五感元素

園藝輔助治療常常談到五感體驗，五感包括以下五方面：

園藝治療師會透過運用不同的植物／環境讓參加者增強對五感的認識。
例如透過運用不同的植物，觸摸它們的質地，然後觀察其顏色，形狀大
細，令參加者產生對植物的興趣和連結，以達致治療的目標及方向。

聽覺

例 如 透 過 聽 大 自 然 界 的 風
聲，不同物種發出的聲音，
從中辨別／猜測聲音源頭，
可能是來自大自然／動物／
植物。透過這個過程，增強
參加者的聽力，增加參加者
對活動的興趣，連結大自然
關係等。

觸覺

透過觸摸不同植物的過程，
增加參加者對植物的認識及
興 趣， 從 而 強 化 觸 覺 的 發
展。

味覺

透過味蕾的刺激，例如在園
藝輔助治療課程，園藝治療
師烹調不同香草植物，製作
一些菜式供參加者品嚐，透
過味蕾刺激，增強人對植物
認識。有些植物具有醫療及
舒緩情緒效果，所以可以透
過味覺過程，增強參加者對
植物的了解。

視覺

意思是透過用眼睛觀察不同
植物的大細／紋路／特別之
處，從中訓練參加者的專注
力 及 加 強 對 植 物 的 細 緻 了
解。都市人很多時候都會忽
略身邊的事情，透過這種集
中及專注的觀察，可以讓參
加 者 重 新 連 結 外 界 及 大 自
然，突破人際隔膜，與其他
人交往溝通。

嗅覺

每 一 種 植 物 都 有 不 同 的 味
道！園藝治療師透過一些小
遊戲（提供不同類型的植物 )
讓參加者分辨不同植物的味
道，從而提升他們的五感，
從而留意到大自然及生活中
的一些美好之處。

很多研究指出刺激五感可以促進兒童及青少年的發展，尤其是在敏感度
的發展。在 2018 年 10 月，韓國的園藝治療師曾經進行一個研究，在一
個社區中挑選了 22 位小學生，將他們分成控制組及測試組。研究嘗試
了解參與園藝輔助治療活動對兒童五感的改變，在活動設計中刻意加入
了不同的五感元素。結果發現，經過園藝輔助治療活動的全部小朋友，
五感的發展有所提升，在觸感方面更有明顯的進步。這個研究從實證角
度證明有系統性的園藝輔助治療小組活動，能夠有效增強小朋友五感的
發展。

上述五感的發展及刺激，不只局限於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發展的需要，也
可應用在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服務上。例如透過增強五感刺激，讓認
知障礙症患者稍為延遲退化的跡象，增加生活的快樂感，重新連結對外
界環境的接觸，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加添生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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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園滿人生》旅程
18 小時老師培訓工作坊的
理念及項目設計

《

2 . 1

工作坊的理念及項目設計

目標

課程讓老師認識園藝輔助治療，初步掌握園藝輔助治療的身心靈健康活
動設計，從而達到園藝輔助治療與身心靈的整合。老師會親身體驗園藝
輔助治療怎樣影響生命的技巧、操作與應用。

案例分享

在校園開展園藝輔助治療小組或活動的實際經驗及案例，並且會分享如
何於老師、學生、家長身上應用園藝輔助治療的手法。

培訓課程安排

日期 地點及時間 內容
第一天 饒宗頤文化館

10:00am-5:00pm
葉子的世界、猜猜我是誰？葉子 Identity、
葉子七巧、環境咭、逆向生長、草頭娃娃

第二天 迦密愛禮信中學
10:00am-5:00pm

葉子分組、葉子拓印、香草幸福按摩棒、祝福小花束、
花樣人生定格、五色蔬菜生命花園

第三天 突破青年村
10:00am-5:00pm

靜步 + 抱抱生命樹、雜草劍山、秘密花園、
竹簾 DIY 吊飾、五色豆種子瓶 + 生命尺

課程大綱

設計 18 小時的培訓課程的時候，特意選擇了一系列的園藝項目，原因
是以下項目可以單次性執行，也可以將上述項目串連成 6 或 8 節園藝輔
助治療小組，所以上述項目充滿彈性，可以用在小學或中學層面，也可
以轉成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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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1

葉子的世界 : 猜猜我是誰

訊息方向

帶出大自然的多樣性，正如每個人也是獨特的。

流程

1 首先，園藝治療師會準備不同植物
的葉子。

2 然後將這些葉子放在桌上。組員要
透過看、摸、聞等方法去分辨葉子
屬於那一種植物。

3 組員之間可以互相討論參考分享，
但是不可以運用手機程式去辨別樹
葉屬於哪種植物。

30 分鐘

2 . 2

工作坊活動具體活動介紹

老師的回應

1 原來有些葉子的外表是相似的，難以辨認。
2 有些葉子的味道熟悉，但又說不出是甚麼植物。
3 這塊葉子的外形、味道，似曾相識，勾起我的回憶。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透過葉子你能否辨別不同的植物 ?
2 你用什麼方法去辨別不同的植物呢？
3 當你猜對植物的時候，你有什麼感受？
4 透過葉子辨認不同的植物，你對大自然有什麼感受呀？

經驗之談

1 選擇不同植物的葉子時，可以包括不同特徵和香味的葉子，例如不
同的厚薄、形狀等。

2 帶領這個活動時要緊扣生命教育，當中强調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
獨特的，所以不要輕易放棄生命。

 例如說 :「我們看到大自然都包含了好多植物，人類也是大自然世界
的物種之一，我們在地球上看似微小，其實每個人都是寶貴的。」

3 開始時需要與參加者熱身，可以多用正面說話鼓勵參加者嘗試猜測
是甚麼植物，例如說 :「大家可以嘗試猜猜，沒有對與錯，大家也可
以分組比賽進行，集合力量，一齊看看哪一組猜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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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2

葉子 identity

訊息方向

考驗專注，觀察力，敏感度，增強五感訓練。

流程

1 為每一位參加者準備樹葉，最好選擇有不同顏色及紋路的。
2 每位參加者用大約一分鐘專注地觀察這塊葉的外貌特徵。
3 然後在 A4 紙上用蠟筆將樹葉的外型和特徵描繪出來。
4 畫好後將作品及葉子收集。
5 把葉子放在公開位置的桌面上，把 A4 紙分發給各參加者，每人取

的不是自己的一張。
6 各人以手持的 A4 畫，在桌面上找回葉子的“真身”。

45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起初擔心是否能畫出葉子的特徵。

2 我是否有足夠的觀察力，幫助別人找回自己的葉子。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每片葉都有其獨特性。
2 葉子如此，人亦如此。
3 我是否有足夠的洞察力，觀察到不同人的特點。
4 我是否可以尊重、接受不同人的長短及強弱項呢？

經驗之談

1 一開始要說明 : 「我們不是進行繪畫比賽，不是追求完美，你想畫
甚麼就甚麼，憑直覺就可以。」

2 活動進行期間，園藝治療師要細心觀察每位參加者的非身體語言，
組員間的互動，是熱鬧？還是專注自己畫作？有沒有破壞行為？

3 要準備相似的葉，令參加者難以辨認，例如 : 鴨腳木的葉，適合做
葉子 ID 項目。

4 鼓勵參加者正反兩面都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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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3

葉子七巧

訊息方向

1 考驗面對改變的時候，自己是如何自處？
2 對於別人的眼光和期望，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3 如果有人破壞了自己訂立的規則，自己的反應是甚麼？

流程

1 每一位參加者有一塊葉子，開始時，用鉸剪切割成 7 小塊。
2 將其中一塊給左手邊的組員，另外一小塊給右手邊的組員。
3 每位組員手上還是有 7 小塊葉，但當中混合了左、右兩邊葉。
4 參加者將手上的葉子貼好在 A4 白紙上，然後可加上顏色或圖案。

畫好後將作品傳給同組內右面的組員。
 用一分鐘時間，組員隨意加上顏色及圖案。完成後在組內傳遞，由

其他組員任意補上顏色或加入插畫。一分鐘後再傳給下一位，如此
類推，直至圖畫物歸原主。

5 走完一圈後，園藝治療師會將所有參加者作品大混亂一次，派到不
同人手中，然後再進行一次幫對方的畫作加顏色或圖案。

6 完成後收齊所有作品放在長枱上認領。
7 參加者分享作品的轉變及感受。

45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起初擔心別人會否破壞自己的作品。
2 我畫別人的作品時會留手，因為怕人知道，所以我會循規蹈矩。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最初幫人畫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2 當看見了畫作改變了，心裡有甚麼感受？
3 在不知情下畫別人的作品，是否更自由奔放？原因？
4 當你見到自己的畫作有改變，你有甚麼感受？
5 別人進入了你的安舒區時，你有甚麼感覺？
6 我們生活忙忙碌碌，會否忽略了自己和身邊人的需要？

經驗之談

1 帶領分享時可以將上述的情況加入討論。例如 : 當見到自己的畫作
去了陌生人手中，你會否感到擔心？為甚麼？

2 如果碰到有組員在另一個組員的畫作寫上不雅字句，可以先觀察受
害者有甚麼反應才作出相應的介入。

31 32



Day 1 . 4

環境咭

訊息方向

享受當下，個人與環境的連結

流程

1 每位組員收到一張環境咭字句，例
如：逆境、活在當下、循環等，然
後各自外出搜尋和環境咭字句相關
的情景，用手機拍下照片。

2 尋找了相同環境咭的同學成為一
組，互相分享所拍攝的相片，有什
麼不同的地方。

30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原來大家拿着相同的環境咭，所拍攝的角度也是一樣的，真的是很
驚訝 !

2 我們拍攝的角度不同，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你是如何選取所拍攝的影像 ?
2 你如何考慮構圖 ?
3 當你和別人相同的時候，你發現什麼 ? 
4 當你和別人不同的時候，你又發現什麼 ?

經驗之談

1 要多準備幾套後備環境咭作為後備。如參加人數是單數，其中一組
可以是 3 人。

2 可能有參加者會敷衍了事或忘記拍照，當配對後，可以由有拍照者
先分享，然後沒有拍照者可以進行補拍，再分享。

3 鼓勵分享時大家一起打開手機對照相片，然後問對方 : 「剛才你在
哪裡拍攝的？有甚麼吸引你？你找了多久才拍攝到？」

4 提醒參加者拍照時注意安全，小心周圍環境。

環境咭的例子 : 逆流而上、重生、寧靜、循環等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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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5

逆向生長 (Upside down）

訊息方向

1 觀察植物的生長，學習照顧一個生命。
2 從植物身上學習逆境求生的意志。

流程

1 每位組員有一棵小樹苗，首先將塑
膠瓶近樽底部份切斷，塑膠瓶的 3
份 2 用作栽種小樹苗。

2 然後將小樹苗從樽底入，由樽口伸
出，放入適量的泥土，樹苗會逆向
地吊起。回家觀察一星期， 看看植
物有什麼生長發展。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小樹苗進入膠樽的時候，真的很困難！
2 我好擔心會把這個小樹苗弄死。
3 我懷疑究竟小樹苗可以成功生長嗎 ?
4 這種栽種方法是可行的嗎 ?
5 其實我是植物殺手，好擔心 !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你回到家的時候，你觀察到這個植物有什麼改變 ?
2 你看到改變時候，你有什麼感受 ?
3 當你看到植物逆向都可以生長， 你有什麼感覺 ?
4 你認為帶出什麼訊息 ?

經驗之談

1 一開始時保持神秘，不要展示成果相片，否則達不到互動效果，也
不能夠挑戰既有思維框架。 

2 引起動機提問：
 你猜猜這個膠樽有甚麼用途？
 你認為可以如何切開它？
 你平常是如何種植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種植嗎？ 
3 樹苗需要至少有 5 cm 長度及已長出 4 片幼葉才適合移植。太幼嫩

會容易失敗。
4 Upside down 逆向生長種植，如果用於家長教育，在分享部分，園

藝治療師會帶領家長分享從植物逆向生長的過程，然後讓他們應用
在管教小朋友的時候所需要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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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 6

草頭娃娃

訊息方向

觀察種子的生長，學習照顧一個生命。學習種子生長的原理，從而
明白成長要素。

流程

1 每位組員有一隻絲襪，適量的小麥草種子，組員將小麥草種子放在
絲襪頭部位，然後放入適量的泥土，打一個結，造成一個球形。

2 可以隨意用橡筋、毛毛球及活動眼睛設計心目中的娃娃樣子。
3 回家後將整個草球浸水一小時，大約兩三日後，他會慢慢生長成為

草綠色娃娃。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記得每天喝水啊 !
2 我好喜歡種植 !
3 真的是好可愛 !
4 我會幫它改一個名稱。
5 學習種植技巧很有趣，原來小麥草有很大功用，從未試過，好奇 !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看着這些小麥草種子發芽長大的時候，你的心情怎樣呢 ?
2 照顧這個草頭娃娃，你會覺得困難嗎 ?
3 你有什麼感受 ?
4 你有什麼觀察 ?
5 從它的生長狀況，你看到什麼 ?

經驗之談

1 選擇小麥草種子，可以順道帶出小麥草的功效，有後續延伸活動，
例如打小麥草汁。

2 園藝治療師示範教學，與參加者一起進行。有些參加者會心急地用
自己方法放入種子 / 泥土。園藝治療師可以不需要介入，讓參加者
從衝動的後果中學習。在下一堂，邀請衝動型組員分享一下有甚麼
不同。小麥草會否東歪西倒 ( 不完美 ) ？園藝治療師可以問參加者
從中學到甚麼？是否反映平時自己做事都是衝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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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1

葉子分組

訊息方向

1 學習主動
2 學習與人溝通技巧

流程

1 將一塊樹葉用刀剪切成三至四小塊 ( 視乎參加者人數及所需分組人
數而定 ) 。

2 每位參加者拿取一小片樹葉，然後盡快尋找組員 ( 好像拼圖遊戲一
樣 ) 。

3 尋找合適的組員拼合成一片完整的樹葉為之勝利。
4 將幾塊合併好的樹葉，建構成一幅大的圖畫，賦予不同的主題意思。

老師的回應

1 這個遊戲很好玩 ! 
2 在拼圖的過程中，原來我們需要主動走出我們的框框 !
3 一塊樹葉寓意生命充滿無限可能，面對生活，其實有好多選擇 !
4 原來每塊葉都會有不同構造，讓我想起我們的學生都有不同的特質，

是一個很好的反思 !

45 分鐘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成功完成遊戲的小組，請分享你們成功的原因在哪裏 ?
2 你認為可以如何盡快拼湊到這塊葉呢 ? 當中的關鍵在哪裏 ? 請說出

一個重要的元素。
3 當終於完成的時候，你有什麼感受呀 ?
4 如果再玩一次這個遊戲，你覺得如何能夠做得更加好呢 ?
5 從這個遊戲當中你得到什麼啟發 ?

經驗之談

1 盡量等待全部參加者到達後才剪樹葉，避免因為剩下太多樹葉而拼
合不到。

2 因應參加者能力去準備葉子。對於小學生，可以將一片葉剪成 3 至
4 塊，容易拼合。

3 同一塊葉用一種剪法，例如 : 有些葉剪成波浪型或牙齒型，讓參加
者容易找到組員。

4 園藝治療師要小心留意有沒有組員沒有人與他一組，可以鼓勵他多
主動。

5 當有組員表示完成，園藝治療師要檢查一下是否正確，通常葉底紋
路清晰，容易對準。

6 可以掌聲鼓勵最快完成的首兩組，然後鼓勵已完成者去協助未完成
的組，增加大家的互助合作，例如可以說 :「見到有些組已完成，你
們可以四處看看其他人需不需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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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2

葉子拓印

訊息方向

1 發揮創意
2 生命是充滿無限可能
3 生活有很多選擇

流程

1 參加者離開課室到學校周圍環境選取及搜集跌落在地上或者已枯萎
的植物（野草／花朵）等，然後返回課室，運用一元硬幣或小鐵鎚
將樹葉的汁液透過力度壓在白色布袋上，完成拓印的程序。

2 參加者可以選擇不同的圖案，透過這個過程，可以感受植物拓印在
布袋上，拼湊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3 參加者可以自由創作自己心目中的構圖。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我沒有想像過原來周圍環境有很美麗的植物。
2 透過這個過程，真的可以宣洩情緒。
3 透過拓印及用小鐵鎚將植物的汁液揼在布袋上的時候，真的可以將

心中的壓力宣洩出來 !

4 原來用這個方法做拓印很漂亮，很美麗，也是第一次嘗試 !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請分享你是如何完成這個拓印布袋的 ?
2 請分享你的作品名字。
3 請分享你在製作這個布袋拓印過程中的感受。
4 如果下次有機會再做一次的時候，你會如何設計 ? 你會如何完成 ?
5 在拓印的過程中，你想到什麼 ?

經驗之談

1 一開始由參加者自己搜尋樹葉，園藝治療師可以準備少量葉 / 花做
後備。所以事前環境考察很重要。

2 季節會影響所執拾樹葉的效果，冬天樹葉可能不夠汁液。
3 園藝治療師介紹不同葉拓的方法，可以將參加者分為不同小組，嘗

試不同方法，這樣可令分享環節更豐富。
4 要準備多點小鐵鎚或其他工具，避免同學輪候太長時間。
5 強調不是美術比賽，每一個人的創作都是獨特的，可以問 :
 這個布袋的設計很特別，有甚麼主題呢？
 這個布袋是自用還是送給其他人呢？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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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3

香草幸福按摩棒

訊息方向

人際互動合作，手眼協調訓練，舒緩情緒

流程

1 每位參加者會收到下列材料：
 彈性棉
 白色棉布袋或有彈性的襪子
 少量香草
 一支竹枝
 少量 QQ 線（又稱伸縮線） 
2 先將彈性棉塞入白色布袋，然後用 QQ 線收口。將竹枝插入已塞好

彈性棉的袋內，收口位用 QQ 綿紥穩妥收口。
3 用顏色繩裝飾竹枝棒。在最後可以畫上喜歡的眼睛裝置等。
4 參加者將上述材料，扎成一個用作鬆弛用的揼揼棒。
5 完成按摩棒後，所有參加者可以圍成一個圓圈，互相用按摩棒為對

方舒筋按摩，營造熱鬧氣氛。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在製作這個揼揼鬆按摩棒的時候，感覺很好玩。
2 原來手眼協調操作都是有一定的技巧。

3 我會立即想到我的學生，他們一定會很喜歡。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請問在製作這個按摩棒的過程當中，你如何完成這個任務呢 ?
2 有沒有曾經出現過困難 ? 你如何解決這個困難 ?
3 當你完成這個按摩棒之後，你有什麼感受 ?
4 你覺得可以應用這個活動在哪些對象身上 ?
5 你會為按摩棒改一個什麼名字 ?

經驗之談

1 要選擇滑面及有彈性的襪子做球，感覺更像一個可愛的娃娃。
2 參加者通常最難掌握紥作的過程，也會心急地想將香草和彈性棉塞

入襪子內，弄到一團亂。園藝治療師可以容許一丁點混亂發生，借
此機會帶出反思，也鼓勵互相幫對方，才可以將按摩球紮穩。

3 這個項目的對象可以是親子或照顧者。
4 完成作品後，參加者圍圈，互相為對方按摩。
5 園藝治療師帶領參加者說 :
 「辛苦你一直的照顧，今天就讓我服務你，為你按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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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4

祝福小花束

訊息方向

將愛與祝福透過小花束散播出去

流程

1 每位參加者先想一想，此時此刻，想親手造一束花送給身邊人，你
想送給誰？可以是伴侶、親人、子女、好朋友、同事。

2 參加者選擇適量的花材，親自包紥成一束小花束。
3 用花紙包好，繫上絲帶，寫上一張心意咭。
4 然後用手機拍照，立即發送到你想送遞心意的人。等待對方的回覆。
5 在小組內分享有關訊息。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我第一次做小花束，好開心。
2 無想過用這種方式向身邊人表達關心，

好特別。
3 對方有回應，我好高興。令我明白愛

要及時。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在製作小花束的時候，感覺如何？
2 從前有否用這種方法表達關心？
3 當完成後，你感覺如何？
4 對方的回饋，是否如你期望？

經驗之談

1 記得準備足夠的鮮花。做小花束需要細朶玫瑰。
2 導師可以示範如何紥作花束。
3 必須解釋清楚花束需要傳遞出去的重要性，重點不是學紮作花束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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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5

花漾人生定格

訊息方向

1 生命回顧與前瞻
2 生命的意義

流程

1 先準備五種不同顏色的花材（新鮮花材），
 例如：白色、黃色、粉紅色的菊花等。
2 每位參加者有數張白色 A4 紙。
3 參加者自由選取不同的花材，然後為自己設計自己的人生定格。
4 將新鮮花材放在白色 A4 紙中，花材可以分成過去的自己，現在的

自己及將來的自己幾個階段。
5 將花材放在 A4 紙上，可以設計成一本書册或立體形狀，也可以摺

成不同人生階段，類似菲林格的外形。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人生回顧很有意義。
2 原來用這個方法做人生回顧很美麗，

也是第一次嘗試。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請問你的作品是什麼名稱呢 ?
2 當你拼湊你的人生定格的時候，回顧

過去的自己，你有什麼感想 ?
3 從別人的作品中，你有什麼啟發 ?
4 當你看到自己的作品時，你看到什麼 ?
5 如果用一句說話總結你過去的自己，你會如何描述 ?
6 你希望將來的自己或是現在的自己是怎樣的 ? 請與我們分享。

經驗之談

1 這個項目受到季節性影響，如果近新年及情人節，因為花材會較貴，
所以不建議在這段時間進行。

2 準備五種顏色的花，代表五色人生，可以是菊花或玫瑰花，容易一
片片撕下砌成不同圖案構圖。可以配搭葉、花枝，盡用材料，不浪
費。

3 活動可以設計為兩個或三個人生回顧階段，視乎參加者年齡。
4 園藝治療師選第一個分享者，然後由分享者選下一個，直至完成分

享部分。
5 重點不是插花技巧，反而著重當下的回憶和沉思，所以進入氣氛前

需要一些輕鬆的音樂，讓參加者放鬆心情。
6 建議在小組有信任關係才進行這個項目，分享才會深入真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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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 . 6

五色蔬菜生命花園

訊息方向

檢視生命意義，生命故事

流程

1 準備五種不同類型蔬菜，例如：矮瓜、青豆、白蘿蔔、紅蘿蔔、洋蔥、
五種顏色豆，例如：綠豆、紅豆、黑豆、黃豆等。

2 將參加者分組，分成不同小組，每組大約三至四人。
3 運用上述蔬菜，小組組員先就設計一個生命花園進行討論。 生命花

園包括由出生到死亡的階段，運用蔬菜素材去展現這個花園內所包
含的元素。  

4 完成後，每組輪流分享他們的生命花園命題和創作理念。
5 透過分享，互相知道其他小組的主題，從而看到不同人對生命歷程

有不同的看法。

老師的回應

1 很新奇 !
2 經過和組員一起分享、討論、探索，原來每個人對生命意義／歷程

也有不同的演繹。
3 這個園藝輔助治療項目真的有意思 !

1 小時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請問你們組是如何決定這個生命花園的主題 ?
2 麻煩你們介紹你們的生命花園。
3 請分享在這個生命花園當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 ?
4 從這個生命花園項目中得到什麼啟發 ?
5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運用這些元素去創作生命花園，你們會如何建構

一個屬於自己的生命花園呢 ?

經驗之談

1 購買五種顏色的蔬菜，例如白蘿蔔、紅
蘿蔔、長豆角、紅椒、粟米等。準備少
量豆：黑豆、紅豆、綠豆、黃豆，也準
備好已切好的蔬菜。如果對象是小學生，
他們用刀比較危險，可以準備膠刀，也
可以準備牙籤用作組件用。

2 由參加者決定人生起點，經歷事情的過
程和終點。

3 分享時可以參觀其他組的作品。
4 開始的時候，園藝治療師可以說 :
 「請介紹你們的作品，名字是甚麼？」
 「剛才你們是如何構思的？進行中遇到甚麼困難嗎？你們如何解決？」
 「分享一下你們看到這個作品時的感受。」
5 必須處理用完的菜蔬材料，例如完好無缺的材料可以回收清洗食用，

不要造成浪費。
6 生命花園結合生命教育主題，兩者十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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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 1

靜步 + Mindful Walk + 抱抱生命樹

訊息方向

寧靜心靈，默想步行舒壓，接觸大自然

流程

1 預先安排一段適當的路線以及樹林。在起點，各人蒙眼，依照繩索
指引前進。

2 以五感觀察周邊環境，在適當位置，帶領者以手牽手形式，引導他
們去個別的樹幹，與樹對話，觀察植物。

3 及後帶領者引導各人集中在一起，脫掉眼罩，分享感受。最後尋找
自己的那棵樹，再分享經歴。

1.5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蒙眼後，其他的感覺相對強烈。我聽到雀鳥聲，聽到蜜蜂飛過。
2 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憑接觸觀察，找回那一棵樹？
3 仔細的觀察，原來每棵樹也有不同。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人與大自然連結時，是否有減壓的感覺？
2 你會怎樣描述你的樹？
3 你憑什麼特徵把你的樹找出來？
4 重新安靜思考生命的意義。

經驗之談

1 活動前要進行環境考察，要留意地形是否安全，樹的分佈，場地是
否合適做抱樹活動。

2 建議先蒙眼行一段小路，才安排每人抱樹。
3 人手要足夠，包括帶領，分配樹，集合參加者，沿途關注安全。
4 要有充足時間進行。季節也有影響，溫度不要太熱或太凍，會令人

感覺不舒服。
5 除去眼罩後尋回自己的樹，有些人會快，也會慢，園藝治療師可以

適時給予提示。
6 分享環節需要有一個戶外地點，立即在原地進行分享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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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 2

雜草劍山

訊息方向

從個人創作中反映個人的價值觀、喜好、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流程

1 在大自然中尋找鮮花、鮮葉、
枯草、乾花及各種自然界物件，
在一個容器上創造自己的擺設
或盆栽，賦予它二次生命。

2 分享

45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沒有想過，大自然有這麼多的材料。
2 原來枯枝枯葉拼湊出來，另有特色。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你的擺設或盆栽代表什麽？
2 它對你有什麼意義？
3 你會怎樣欣賞其他人的作品？
4 你會怎樣用第二角度，觀察身邊的事物？

經驗之談

1 季節會影響到參加者執拾的材料，所以可以不限於新鮮雜草、花，
也可以用石頭、枯枝、枯葉。

2 園藝治療師盡量不加入太多意見，鼓勵參加者天馬行空地創作。
3 分享流程先邀請參加者主動分享，一個完成再到下一個，直到分享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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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 3

秘密花園 : 玻璃瓶創作

訊息方向

從個人創作中反映個人的價值觀、喜好、生命中的重要因素

流程

每人分發一個斜口玻璃球、泥
土、水苔、苔蘚、網紋葉等，
按次序及自己的設計，放置在
玻璃球內。然後選擇自己喜愛
的裝飾物配件，彩色小沙，建
設自己的小天地。

1 小時 15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小擺設很得意，真的好像自己躲在小小的世界。
2 彩色沙造成的河流，兩隻小鴨好像真的在遊玩。
3 我是植物殺手，希望可以栽種成功。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你有試過自己創造自己的空間嗎？
2 集中創造自己的小世界時，會否覺得心境平靜了？
3 差不多的材料，經過各人的選擇安排會出現不同的景象。

經驗之談

1 小心玻璃瓶容易破爛，要注意安全問題。
2 建議將程序分成不同部分進行。不要將所有材料全部放在桌上，會

造成混亂。
3 預先準備好不同材料讓參加者選擇，從以帶出人生擁有選擇很重要。
4  園藝治療師可以從下列方向進行分享 :
 「通常你感受到壓力的時候，你會想到哪裡讓自己放空？

    你的秘密花園是怎樣的？」
 「從前，你是用甚麼方法減壓？」
 「做這個微縮影秘密花園，你想到甚麼呢？」
5 將所有作品展示，可以看到每個的不同之處，代表每個人是特別、

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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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 4

竹簾 DIY 吊飾

訊息方向

合作，溝通，人際互動，互相幫助

流程

1 每位參加者會收到大約 36 支竹筷子及適量的棉繩。
2 三人一組，互相配搭合作，然後一齊製作竹簾吊飾。
3 主要是在左邊及右邊用棉繩將竹筷子綁緊，然後形成一個吊起的掛

飾。
4 運用早上自己搜集到的枯葉枯枝等素材，用熱溶膠槍將上述物料穩

固地黏在竹筷子上。
5 設計在掛飾上面的圖案，可加上文字等裝飾品。

1 小時

老師的回應

1 我感覺很開心！
2 原來可以用簡單平時即棄的竹筷，
       製作成一幅很美麗的作品
3 原來身邊有很多看似無用的材料可以

做二次創作。
4 創作真的是很好玩 !
5 發揮我們的創意 !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分享剛才你們三位組員是用什麼方法合作完成這個吊飾的呢 ?
2 請分享你的作品主題。
3 在過程當中遇過什麼困難 ?
4 解決方法 ?
5 過程當中你有什麼啟發／反思 ? 
6 作品是送給自己還是其他人呢？

經驗之談

1 竹簾 DIY 吊飾可以親子合作為單位，鼓勵溝通。從互動中，老師也
可以增加對學生家庭的了解。

2 園藝治療師會示範紥作過程，建議 3 人一組合作進行，從中增加互
動及人際關係䢖立。

3 如果有參加者想自己一人完成也可以的。透過這些經驗，老師及參
加者在分享時可詳細解說。 

4 將所有作品展示，然後分享及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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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 5

五色豆種子瓶 + 生命尺

訊息方向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流程

1 枱面準備了 5 種不同顏色的豆，包括 :
 綠豆、紅豆、黃豆、黑豆、芝麻。
2 每位參加者收到一個小玻璃瓶。
3 參加者可以根據貼紙上的次序將五種顏色的豆放在小玻璃瓶。
4 按着次序 :
 第一層是芝麻
 第二層是紅豆
 第三層是綠豆
 第四層是黃豆
 最後頂層是黑豆。
5 然後將五色種子瓶用小布裝飾瓶口。
6 生命尺 :
 在一條紙尺上寫上不同人生階段的目標及重要事情，然後將這條紙

尺捲成一個小卷，可以掛在身上或放在種子瓶。

30 分鐘 老師的回應

1 用五種顏色的種子代表五種元素（平
安、成長、開心、健康、堅強），感
覺很有意義。

2 小巧精緻的祝福瓶可以隨身攜帶，很
適合學生參與的項目。

3 生命尺讓我反思人生每個階段的重要
事項，很有意義。

帶動反思的問題

1 你認為這個玻璃瓶內還應該包括什麼元素呢 ?
2 五種不同元素放在玻璃瓶的時候，你想到什麼呢 ?
3 對你有什麼啟發 ?
4 你有什麼感受 ?
5 生命尺中反映人生不同階段意義，於你而言，你覺得生命當中最重

要的是什麼呢 ?

經驗之談

1 將五種豆分好一盆一盆，容易裝置入樽內。
2 鼓勵參加者自由創作樽外的圍布及生命尺吊飾。
3 五色豆字句 Label 紙可直貼或斜貼，用作標記每種豆的份量。
4 豆的次序不能錯，最細的在底部開始，這樣就不會混在一起。
5 展示作品，分享生命尺上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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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經驗
Concrete 

Experience

觀察及反省
Observation & 

Reflection

實踐應用
Active 

Experimentation

總結經驗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2 . 3

園藝輔助治療解說技巧

一般而言，園藝輔助治療是透過體驗學習法，讓參加者親身體驗整個活
動的流程內容，然後從中得到啟發。

園藝治療師的角色就是在過程中留意參加者的反應，包括言語或非言語
表達出來的訊息，最後在解說部分帶領參加者分享在過程中的得著。

分享部分是朝著活動目標前進，不應該脫離當初所定下的目標。

下面的圖片顯示體驗式學習法的流程：（Kolb，1971）

園藝輔助治療活動其實是一個體驗活動的過程，參加者親身體驗然後由
園藝治療師帶領解說。這種學習形式是經驗學習法。
經驗學習法包括四個過程。上圖顯示了經驗學習法的流程。

此外，具體而言，通常可依照 4F Debriefing Skills（Fact，Feeling， 
Finding，Future）的問題框架進行經驗分享。

下面是一些引發參加者回饋的開放式問題例子 :

請掃描以下的 QR code 收看老師在園藝輔助治療培訓工作坊中的活動項
目解構示範，以更清楚如何帶領參加者反思及分享。
                                     

Fact

發問例子 :

． 請你分享剛才你是如何完成這個作品
的 ?

． 作品的名字是？
． 請你向我們介紹這個作品。
． 在過程中曾經發生什麼難忘的事件？
． 從前有沒有試過參與類似的活動？當

時的情況如何？

Feeling

發問例子 :

． 請分享你參與這個活動或項目後的感
受。

． 可否形容你的感覺？開心？快樂？好
奇？驚訝？

． 看見自己完成後，你感覺如何？
． 看見其他人完成後，你的感受又是怎

樣？

Finding

發問例子 :

． 剛才在過程中你對自己有什麼發現？ 
( 包括自己的優點／缺點／性格等方
面 ) 

． 你對其他人有甚麼發現？
． 你最想多謝哪一位組員？
． 你認為在整個項目過程當中最深刻的

人／事／物是甚麼？

Future

發問例子 :

． 將來如果有機會去做多一次，你的做
法會有什麼不同？

． 你會如何將所學習到的經驗轉化去你
未來的生活層面？

． 你會否再參加類似活動？
． 會參加的原因是？
． 不會參加的原因是？

雜草劍山葉子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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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老師們在課程後的回應：

我最喜歡的項目

秘 密 花 園

雜 草 劍 山

我最難忘 ／最深刻的項目是？

Mindful Walk

最讓我有成長的項目是？

五色蔬菜生命花園

最後，我想對自己感謝的說話是？

多謝，你夠堅毅
感謝堅持到底 X2
欣賞自己，努力了！ X4
原來你也是有創造力的
能夠完成整個三天課程，真的很難得！！ X2
堅持學習，享受大自然 X2
謝謝自己付出的努力！加油！
願意嘗試，開拓人生
我努力、認真，面對前路 

如果有機會再學習園藝輔助治療，
我最想學的是甚麼？

． 種植及園藝

種植
葉子分類
盆景藝術 & 插花 X2
園藝佈局 X2
不同種植和植物的特性和方法

． 輔導學生的

輔導技巧
生死教育
提升學生的正向情緒
按學生需要，設計治療課程
Debriefing 技巧 X4 
落實在學校推行的方法
不同活動，利用校園環境

最後用幾句說話總結 3 日的培訓課程？

治療心靈、身心放鬆、
休息再前行

放鬆心情、享受過程、
與大自然／人連結

大開眼界

獲益良多、學習／體驗園藝治療

豐富、精彩、盡心盡力

感恩參與其中，愉快的
學習感受，謝謝你們的
教導正！令人反思

獲益良多！擴闊知識，
亦非常享受過程，身心放鬆

從園藝放鬆、學習是愉快的經歷！
初體驗讓我也十分感興趣

很充實，可以洗滌心
靈，可以透過植物連
結人生，非常好！

每星期都期待星期
六 課 程 的 到 來， 從
未有過的經歷

導師經驗豐富，課程充實
有趣！十分感謝各位導師
和協助老師

可惜我沒有上 Day 1，但「只
有 2 天」的課程令我獲益良多，
學習之外，心靈也得到治癒享受、啟發、持續發展

內容豐富、終生受用

豐富收獲（實體 & 心靈）

多體諒多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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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園藝輔助治療在教育的應用

美國有實際案例已證實校園園藝輔助治療活動有
很大的教育助益，例如活化教育的功能，增強
學生的學習技能及刺激其學習興趣（Taylor & 
Kuo，2008）。

根據美國園藝輔助治療相關的研究期刊中提出校
園綠化計劃的研究，安排種子繁殖、蔬果種植、
無性繁殖，以及設計類的活動對學齡兒童在行為
改善和課程學習智能上都有好大的助益（Baietto 
& Ferrini， 2002）。

在學校推行園藝輔助治療可以增進學生的創造
力、想像力，養成他們互助合作的習慣。

3 . 1

適用於學校環境的原因

學校有適合的環境

在香港狹小的空間下，學校仍可以提供或營造一些適合的環境，引入園
藝輔助治療手法。例如學校可以在天台或操場等地方推行園藝相關活
動，在走廊及課室內舉辦一些與園藝輔助治療有關的活動／小組。香港
地少人多，學校場地更容易推行園藝相關活動。

教育理念的實踐

學校的辦學理念及在生命教育、正向教育方面
的培養和園藝輔助治療手法是互相呼應的。透
過種植，觀察植物的生長，老師可從中引導學
生建立正向思維，明白生命意義。園藝輔助治
療更可為學生提供活生生的教材。

不同持份者的參與

園藝輔助治療手法適合學校，原因是有老師及
相關的持份者在當中，所以在推行的時候可以
鼓勵不同的持份者，例如輔導人員、老師、行
政人員、家長、學生等的參與，讓輔助治療活
動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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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相對長

學生逗留在學校的時間相對長，相比其他機構推行園藝輔助治療的時
候，學校更可善用及有彈性地推行不同園藝活動。

配合不同課題

學校能配合不同課題，例如班級經營活動，優點是可以慢慢滲入園藝輔
助治療概念，不需要刻意強調這個手法。

再者，在校園內推行園藝輔助治療更可促進親子溝通，例如透過一些園
藝活動建立親子關係。

3 . ２

運用於生命教育中

園藝輔助治療適合應用於生命教育，因為園藝輔助治療和生命教育兩者
有密切關係。

植物由種子到成熟，正反映生命的週期，植物讓我們得到心靈的啟示。

植物是園藝治療師的伙伴。

植物的多樣性帶出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植物有自動調節成長／向上生長的能力，代表人也可以以不同方式應對生活
上大大小小的困難或挑戰。

透過花、葉、種子，打開五感。參加者與植物接觸，專注體驗當下，覺察自
己的內心世界並接收正念祝福。

種子由種植到成長到成熟的過程，展現出生命力，讓人從中得到反思和啟發。

園藝輔助治療喚起人重塑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提升智慧、抗逆能力和意志，
樂己助人，使生命活出彩虹，和生命教育理念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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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園藝治療作生命教育

人 

與自己的關係

與人的關係與宇宙的關係

與環境的關係

反思生死
正面人生觀和

倫理觀
（例：中國八德—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結連大自然的活動

生命教育目的或長期目標的設定 :

當我們談到在學校（中／小學環境）推行生命教育的時候，我們需要思
考運用園藝輔助治療的原因。上一章節已提到在校園推動園藝輔助治療
的好處，所以不在此重複，反而在這一章節，我們需要探討在校園推動
園藝輔助治療活動方案的執行目的及長期目標。

如果以小組作為一個單位，最少會有 6 至 8 節小組，每星期推行一節，
每節時間大約最少有 1.5 小時。從中，園藝治療師可以透過 8 節小組了
解參加者在參與小組前後的分別，然後有系統地研究目標是否達成。

兒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重點是生命意義的探討，而非單一防止自殺。
園藝輔助治療與生命教育方案的目的可以分為以下各方面，例如探討生
命意義、減壓、解決困難方法、面對逆境求生、情緒舒緩、親子關係、
親子溝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SEN）的問題等。

團體活動

3 . 3

生命教育行動案例

依據我們過往從事園藝輔助治療經驗所得，下列是行動看來要考慮的重
要元素。

定下目標能方便園藝治療師設計每一節的項目，互相緊扣朝向目標而推
進。

目的是一個大的結果，而目標則是欲達到目的更具體策略的作為。

目標

一個清晰的描述，說明在
短時間內要實現的目標。

標準

完成目標的標準，例如多
久一次？有多好？ （標準
也可能被界定在目標中）。

方法

需要做什麼事情？
如何做？
在怎樣的情況下做？
在哪裏進行？
何時進行 ? 頻率如何？
園藝輔助治療需要做什麼？
介入方案的策略是什麼？

文書記錄

列出由誰負責進行前測／
後測／質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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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輔助治療是需要考慮或進行記錄說明的項目

 參與對象與人數

 治療目的與目標

 活動時間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發
生期間 ，大部份可進
行活動的時間已經縮
減，只有 45 分鐘至 1
小時 ，需要思考是否
有足夠時間推行相關
活動 ? 又或是因為新冠
疫 情 的 爆 發， 很 多 課
餘活動也擠在星期六
的 時 間 進 行， 園 藝 治
療師必須考量是否有
足夠時間開展活動。

 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

 工作分析
例如需要材料，工具設備，
學校是否有相關的資源配合 ?

 合適性調整

 人力需求

 活動預算

 效益評估方式

在學校設計及推行生命教育相關園藝輔助治療活動的時候可以朝下列方向思考：

個人層面
自己與自己的關係

認識生命的由來，生命的
意義，如何理解生死概念，
自我認識，了解身體狀況 

（身體方面），了解情緒狀
況 （心理情緒方面），了解
自己的角色及身份認同（家
庭、學校及與家人關係）

認知層面

處理事件和訊息，解難能
力， 遵 從 指 令， 數 學、 記
憶能力的培訓，發展視覺
和空間手眼協調的能力等。

社交層面
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學習社交溝通技巧，促進
互相合作，和他人溝通能
力的提升，分享自己的故
事，自我表達的能力，藝
術表達和創作等。

整體而言，園藝輔助治療與生命教育，可以大約分為下列各方面以供參考：

3 . ４

應用在學校的活動案例

活動名稱 

XXX 園藝小組

日期（節數） 一般是每星期一節，共 8 節

地點 XXXXX 小學
學校課室及園圃

時間 每節一個半小時

語言 廣東話

人數 6-8 人

課程設計

日
期
／
時
間

課程主題 內容／介入方法
1 種子競走

2 葉子手冊

3 種植

與 學 員 互 動， 互 相 溝 通，warm 
up 及希望學員之間能藉遊戲打破
隔膜，用輕鬆的心情出席八次活
動。

用活潑的方法記錄當天的心情及學
習，好像寫日記一樣，習慣自我管
理，再而反思當天的重點得着。

藉種植與自然界其他物種接觸，引
發好奇心，刺激自發學習。在照顧
他人時，强化自我能力的認同。打
開五感。

4 彩繪花盆 美化及創造有自己特色的花盆，與
所種的植物產生感覺，强化關係。
藉歸屬感引發照顧的愛心，强化自
己能力，承担責任，應付將來的困
難。

5 香草植物小盆栽 留住多姿多彩的美好人生。
6 葉子托印 把幸福留在身邊，亦把祝福送給親

人。
7 猜我是誰 探索外界，挑戰自己。
8 五色湯丸 善待自己，嘗試新事物。

案例一

小學園藝輔助治療小組

目標例子                        

  減少焦慮   抒發負面情緒
  表達自己   提高自信心
  強化社交能力

評估方法

． 觀察各參加者的現場表現，並與負
責老師／社工對比平日狀況。

． 參考參加者所填寫的手冊內容，反
映活動前後心情。

． 預備前後測問卷（包括照顧者）。

預計困難
學生的情緒狀况可能有不同、活動時間
可能較長。

解決方法

． 如果情緒不穩定，由負責的教職員
先帶離活動現場，安撫後再決定是
否再加入。

． 活動時間情況，可調整活動進度及
難度，並加入教職員輔助。

安全防護

． 避免由能力不足的學員參與煮食工
作。

． 各導師在活動前後，清點工具，尤
其利器如剪刀。

． 活動進行中要留意各學員的動作行
為，不可把非食用物品，例如泥、
肥料，放進眼、耳、口、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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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XXX 園藝小組

日期（節數） 一般是每星期一節，共 8 節

地點 XXXXX 中學 ( 年輕人 )
學校課室及園圃

時間 每節一個半小時

語言 廣東話

人數 8 人

課程設計

日
期
／
時
間

課程主題 內容／介入方法
1 相見歡，和植物互

動。認識自己。
目標 :

1 互相認識，釐清期望，定下小組目標。

2 認識種子及生命概念。
    內容 :
 花茶介紹及品嚐
 薄荷 ~ 提神、去鬱
 甜菊 ~ 糖尿病患者可吃的代糖
 蝶豆花 ~ 花青素可以護眼
 香茅 ~ 疏風解表
 讓學員認知每一種花茶後再沖泡，喝的時

候練習深呼吸，打開嗅覺享受香氣，讓學
員了解使用這些香草的意思和園療師的用
心，在瀰漫花草香味中，進入園療的世界。

 
3 按葉子分組，組合成社區。代表人生中並

不是你計劃的「想點就點」。人生有好多
突然發生的事情，我們可以如何應變？面
對？「如何去做？」

2 我是誰？ 葉子觀察及繪畫。看、觀察、聞、觸摸，然
後將 8 人的葉混在一起，再認領。認領後回
座位，在 A4 紙上貼好，用顏色筆加上其他圖
案內容。再順時針交下一位加上兩筆，直至
返回自己手上。跟著與另一組交換，走一圈
再返回自己手上修飾。分享感覺、發現。當
事情有改變，你會有甚麼感覺？如何面對人
生中大大小小不同的缺失？「不完美又點？」
「如何看待不完美？」，組員互相分享。

3 火龍果小盆栽栽種 學習做照顧者的角色，種子的生長代表生命
的力量。

4 Upside down
   倒生栽種

代表逆境中求生，看到生命的頑強及堅毅力。

5 花樣蔓陀蘿 學懂和別人溝通，並且欣賞自己，珍惜及感
恩，活在當下。

6 乾花木相架 記下美好時光，常感恩，記下生命中的好人
好事。

7 玻璃瓶 善待自己。

8 生命尺，種子瓶 重新檢視人生目標，向前看。

案例二

中學園藝輔助治療小組

目標例子                        

  認識自己的情緒／感受。   
  處理壓力方法，增加抗逆能力。

評估方法
觀察各參加者在場的表現，並與負責老
師／社工交流，對比他們平日狀況。

預計困難／解決方法

． 學生的情緒狀况可能有不同、活動
時間可能較長。

． 要注意參加者必須是自願參加，否
則會難以投入活動，動機也會很低。

． 中學會有補課情況發生，要注意開
組時間，與校方協商溝通。

． 年輕人會分為不同小群體，園藝治
療師要注意組員的關係，避免產生
衝突。

． 年輕人重視關係，第一節的關係建
立十分重要。

． 用輕鬆方式帶領小組，帶動氣氛。
． 活動進行中要留意各學員的動作行

為，不可把非食用物品，例如泥、
肥料，放進眼、耳、口、鼻等。

活動名稱 

XXX SEN 家長園藝輔助治療小組

日期（節數） 一般是每星期一節，共 6 節

地點 患有自閉症子／女的家長

時間 每次 2 小時（共十二小時）

語言 廣東話

人數 6-8 人

課程設計

時
間

課程主題 內容／介入方法
1 都市農夫

小組組員
互相認識
介紹小組目標

園藝輔助治療是什麼 ?
小組目標
互相認識
迷你花園（多肉版）
魔晶土種植

2 抗逆力
人生的逆轉和
改變

Upside down 植物的栽種
組合盆栽

3 我的美好人生 雜草劍山說主題
組員互相分享個人故事

4 自我空間創作 玻璃杯微型植物公仔創作
5 插花講故事
 （生命的價值）

綠泉插花說主題

6 寧靜安逸
   光明前路一起走

桌上庭園模型
壓花書籤製作
（共製作兩張，一張送給自己，另
一張送給另一個組員）
填寫福祉表
互相致送壓花書籤禮物
總結分享和拍攝集體相

案例三

家長園藝輔助治療小組

目標例子                        

  減壓 

預計困難／解決方法

． 要注意家長園藝輔助治療小組的
參加者必須是自願參加，否則會難
以投入活動，動機也會很低。

． 帶領家長園藝輔助治療小組，園藝
治療師的經驗十分重要，因為家長
喜歡有生活共鳴感，少用批判的眼
光。

． 多用生活化例子引導家長思考管
教及親子溝通之道。

． 家長十分重視關係的建立，第一節
的關係建立十分重要。

． 家長會忙於家務或工作而遲到或
缺席，請注意需要有彈性調整及安
排。

． 家長會分為不同小群體，園藝治療
師要注意組員的關係，避免產生衝
突。

． 用輕鬆方式帶領小組，帶動氣氛。

（
逢

星
期

六
）

下
午

2:
30

-4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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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在校園設計療癒花園的佈局及理念，下面是一些重
點概念 :

硬件設施

   整體設計及規劃佈局

地點？天台？地下？日照時間？園圃是否容易進出？
排水系統，引水系統。
種植箱，高低層架，輪椅能否通過，五感花園，香草／蔬菜不同
區域的安排及分配。

   財政預算

每季種植類型分類，工具及物資安放地點。

軟件設計

目標，對象，管理及跟進負責人，老師培訓工作，分工安排，準備好活
動資源及調配，設計分階段的計劃，短期及長期計劃（訂立年度計劃？

還是 5 年計劃？）

3 . 5

校園設計療癒花園的佈局及理念

五感花園

   種植三類植物

   環境佈置

   生命教育

我們推動園藝活動，與生命教育結合，同學會為栽種的小植物起
「名字」，細心照顧植物，跟他／她談話，細意觀察及聆聽他們
的需要，從而學懂感恩父母的孕育與照顧，更懂得珍惜生命。

聽覺

户外五感花園有鳥聲或水聲，其他大自然的
聲音等。若校園條件有限制，可以人工加入
聲效，目的是製造一個户外環境，把人與環
境連結一起。

同時可以考慮由學生一起做一些風鈴吊飾，
讓風吹起的時候，發出清脆的聲音，既可美
化環境，也可感受風的存在。

觸覺

用手輕碰植物。

味覺

第三類是刺激味覺的，種植季
節性植物，例如：夏天種瓜及
其他果樹，可以考慮種一些有
益植物，可以是小朋友不喜歡
吃的，而我們想教育他們不要
偏吃，例如：靑瓜收成後，可
以製做蘋果青瓜紅蘿蔔絲紫菜
巻，十分美味。

視覺

第二類是刺激視覺，種植花
類，有顏色的，色彩繽紛的，
也可以是食用的。例如：太
陽花、蝶豆花、洛神花等，
收成後可以做果醬或花茶，
具實用性。

嗅覺

第一類是刺激嗅覺及觸覺，
種植有香味的植物，可以用
鼻直接去嗅，或用手輕擦葉
面，感受質感，同時感受手
指上的味道。例如：香草、
薄荷、羅勒、碰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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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農圃

第四章

老師應用案例分享

老師完成 18 小時的園藝輔助治療培訓後，返回學
校實踐應用園藝輔助治療項目。部分老師再回來
安排了的聚焦小組，分享了下列三個案例。

下面是三個實踐案例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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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案例一 :

新生學校適應活動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選取的園藝輔助治療項目

「愛的枯喚」的 Well-being 活動（雜草劍山）

活動目標    

初中生適應活動   

曾經應用的心得

學生於校園內尋找枯葉、枯枝、「垃
圾 」 等。 然 後， 以 upcycle 的 概
念製作成小擺設，再冠名，賦予意
義。有名為「重生」、「絢麗」、
「野外的小提琴家」等。當「無用
之物」找對舞台，也能綻放異彩。
（ 備 註：Upcycle 指 升 級 再 造，
即是把便宜的東西轉化成昂貴的物
品，賦予它更高的環保價值，便是 
upcycle。）

對象

初中新生

負責項目老師
黃智輝老師

老師感言

透過這次活動，我看到學生們另外一個樣貌和表現。由他們自己去執拾校園
的樹葉、花、草，然後設計一個獨特的作品，展現個人色彩。
尤其是當學生捧著作品影一幅單人相的時候，我看到學生是開心又充滿成就
感，這就是園藝輔助治療的魅力，可以展現一個人的優點。
另外，我很開心有其他老師從旁參與，協助影相，有些老師是第一次接觸園
藝輔助治療，事後都表示十分好玩，分享部分亦很精彩。

園藝治療師的回饋

老師能夠活學活用，修改了活動
名稱，更貼題。同時，感動老師
回校實踐所學，將園藝輔助治療
活動引入校園。

這是一小步的突破，希望將來可
以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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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

中六學生畢業前班級經營活動

保良局胡忠中學

選取的園藝輔助治療項目

草頭娃娃，葉子分組

活動目標    

中六將會畢業的學生，
離開前的一個整合中學生涯活動。   

曾經應用的心得

我對園藝及種植的知識不太熟悉，因此
我曾經與導師商量，然後和中六班主任
商討，考慮到財政原因和項目難易度，
最後我選擇了草頭娃娃，葉子分組。
這兩個項目我相對較為有信心去帶領及
引導同學的分享，並且準備物料方面相
對容易，我感覺如果老師在校園一開始
去嘗試園藝輔助治療，必須思考運用一
些相對容易入手的項目會比較好。

對象

中六其中一班的班級經營活動。

負責項目老師
許朗昕老師

老師感言

「做了草頭娃娃，他們好開心，更不捨得剪去他們的頭髮，葉子分組活動最
後延伸成為一個回憶感恩板。」

「我感到開心，沒有想過中六同學對這兩個項目的反應及回饋這麼好，尤其
是在葉子分組之後的感恩板，他們所寫的內容令我好感動。」

「看到他們畢業離校，大家多留點回憶。分組合作一齊完成草頭娃娃，每天
到課室淋水及照顧的時候，看到他們天真的一面，亦看到學生在畢業前同班
主任和老師之間一個很完美的完結。」

園藝治療師的回饋

老師很用心及大膽，願意去嘗試及接受意
見，跨出一大步去引入園藝輔助治療項
目。尤其是老師能夠和班主任一起合作推
展，讓人看到到在園藝輔助治療路上是需
要有團隊一起工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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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案例三 :

初小生命教育課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選取的園藝輔助治療項目

草頭娃娃

活動目標    

提升同學的正向情緒及成功感   

曾經應用的心得

首先，面對初小學生，老師選了草頭娃娃，因為容易完成，外形也
可愛。透過種植及一些簡單的園藝手工，吸引學生的參與。

另外一個手法就是以任務形式，將作品交給參加者照顧，養成他們
的責任感，也學習生命的由來。同學定期為草頭娃娃修剪小麥草，
替它換水，強化他們班中的歸屬感。

對象

初小學生

負責項目老師
曾文蛟老師、劉國傑社工

顧問
王寶音校長

老師感言

老師透過帶領學生製作草頭娃娃過
程，看到初小同學的好奇心，學生的
好奇心感染到老師。當學生小心翼翼
地修剪小麥草的時候，看着他們投入
在當中，老師有很大的成就感。

活動過程中，同學樂在其中，容易培
養正向情緒。他們經過草頭娃娃的
時候，會將草頭娃娃當作寶寶一樣照
顧，養成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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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校園綠化層面的應用

為了增添校園裡更多大自然及綠化的氣氛，老師和
校長們在進修 18 小時的園藝輔助治療培訓後回到
學校，重新檢視天台能否改裝成為一個更加優美的
五感花園，讓學生和老師們可以在當中親近大自然和與植物接觸。

透過一連串的功夫後，將天台花園重新修葺，再重新佈置不同的區域，
預算在來年能夠有系統地推展相關園藝輔助治療的活動，貼近學校的工
作方向及生命教育的訊息。

透過增加學校的綠化元素，學校地下添置了綠色植物，在一樓設立「綠
意長廊」，將人與自然連結一起；以不同的園藝活動，結合生命教育，
讓同學從中學懂珍惜生命和感恩父母的孕育之恩。

修整後的花園，設有不同的區域，令人感覺置身其中，身心靈都得到療癒。

園藝治療師的回饋

整體而言，無論在個人層面或全校參與方面，學校都十分積極及投
入。當中最重要就是能夠在學校應用培訓學習到的初步理論，更加
貼地的在學校的環境當中去實踐。

最開心就是看到不同的老師都可以在當中參與，老師本人亦可以從
中得到身心靈健康，這也是園藝治療師期盼見到的結果。

分享學校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分享者
王寶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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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有關園藝治療的課程

香港、台灣、美國等不同地區現時都有不同模式的園藝治療認證課程。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進行選擇。當中有些是短期體驗工作坊，甚或是
一些長達數年有系統認證課程。

如果想運用園藝治療手法作為助人工作，我們會鼓勵大家先從植物和大
自然的認識作為開始，然後修讀有關園藝治療理論和實務操作，會更相
得益彰。

若要成為認證園藝治療師，無論在任何地區，
都會建議不單止學習理論層面，如果能夠完
成實習會更為理想。

若然有興趣在園藝治療領域發展的人士，可
以向不同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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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感謝

我們感到十分榮幸可以參與「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課程設計配
合幸福校園裡所倡議的元素，這 18 小時的園藝輔助治療老師培訓工作坊
是我們第一次特別就香港校園環境所設計的課程，期望老師能學以致用，
通過體驗後，再帶回所屬學校中應用出來，達到薪火相傳的目標。我們
感謝老師在聚焦小組的回饋和參與。

開心

能夠完成這本園藝輔助治療使用手冊，也是一個創舉。記錄 18 小時老師
培訓的工作及老師回校實踐的個案，令我感覺很開心滿足，喜見老師認
同園藝輔助治療手法，並於學校範疇中應用。從學生的正面回應，確實
看到園藝輔助治療手法是十分有效。

展望

園藝輔助治療能夠在教育界中落地生根，讓每個人的人生更加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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