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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治療-失智長者與特教生（教學）的差異 

                                              吳文琇 

【前言】         

  我們的生活環境中會發現人與植物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馬路兩側的

行道樹、花卉、公園裡的景觀，或運用植物花草裝置藝術等等。植物可增

進人的身心健康與福祉，並改善人類良好的生活環境。校園中的植物提供

了教學及了解植物成長的過程。此外，國外已研究證實，利用植物、園藝、

人與植物的親密關係，並且植物能協助病患獲得治療與康復效果的方法，

稱之為【園藝治療】           

 此次的園藝治療，我們分為兩部分來探討 

       

【一】 特教生與水耕蔬菜栽培  

  課程架構：高職部課程以領域為科目，主要分為家庭個人、社區生

活、職業生活等三大領域，以統整理念規劃課程，使課程教學間有更優質

的連結型及彈性。 

 

   園藝職種：園藝課程包含土耕與水耕，善用土耕區及水耕床進行園

藝教學。土耕教學以認識土耕工具及器材、土耕蔬菜、育種、澆水、除草、

施肥、收成等。水耕教學以認識水耕工具及器材、水耕蔬菜、育苗、定植、

補水、補充液肥及收成、清洗定植版及水耕床等課程。 

 

   此次水耕蔬菜栽培課程活動是位於頂樓戶外，採光好，設備佳，蔬

菜屬於「浮根葉菜類栽培法」，依學生的需求特質設計活動內容，經過一



周的教學，果然將潛藏的實力一一展現出來，在調整好學生的特質、優勢

轉化成實際的表現，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分配負責工作項目，經過兩周

後學生已熟悉自己的工作內容，除了會主動拿工具或以手勢、聲音表示要

工作外還會提醒同學的工作項目是什麼，儼然已是老師的得力小助手。 

 

   住在大都會的水泥叢林哩，如果有一方可栽種的地方是一件幸福的

事，這群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土耕與水耕蔬菜的各項活動有了多元的

感受，例如：視覺、觸覺、味覺，從中得到放鬆緊張的情緒，降低噪動的

次數及享受安靜的育苗或移植那種專注的片刻。園藝活動透過適當的課程

設計，不但強化學生基本職業適應能力，更培養良好的職業態度，學生由

觀察蔬菜的生長過程產生的變化，更了解到責任心，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自

信心與成就感。 

 

【二】 失智長者與繽紛花玫瑰 

本活動是由區公所所主辦的樂齡園藝活動，連續十二週每次 2小時  

學員只要符合條件即可報名，每一位餐與者都精神飽滿、活力充沛，唯獨

一位由外籍移工陪伴照顧，看起來對於這門園藝活動興趣缺缺提不起精神，

倒是陪伴者興致頗高，幾次接觸後發現這位奶奶處於一種想做又不想做的

拉扯之中，於是我找到機會請奶奶協助，大家齊聲讚美奶奶真棒，此後奶

奶每一次上課也很樂意配合做一點點，最後的幾次課程也能順利在協助下

完成自己的作品，雖然奶奶可能也會不記得這些與他一起上課的學員是誰，

不過這些學員的笑聲、歡樂聲必然會印記在他的腦海中。 

 

   與外籍陪伴者訪談中才得知奶奶年輕時也很喜歡花花草草，原來奶

奶不是不喜歡這次的課程，而是她已經遺忘了她心愛的花草所長的模樣，

為了喚起奶奶的記憶，此後的每一次上課前我會準備一朵鮮玫瑰花插在玻

璃瓶中，放在奶奶面前讓她欣賞。鮮紅的玫瑰似乎讓奶奶想起了什麼，告

訴大家這玫瑰花真漂亮，這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奶奶真是太厲害了，奶奶

也回報了一個很難得的笑容。 

 

   對於失智長者來說，他們在學習新事物上可能比較容易忘記，但是

對於喜歡的事物還是可以喚起記憶的，國外研究也證實透過園藝活動能讓

失智長者產生知覺和自我認同，提升身體功能、釋放壓力、穩定情緒及健

康並改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