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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教育是关乎生命追问、生命成长、生命探索的教育，是学校教育

的重要内容。透过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引入园艺疗法，探索其在生命教育

中的实践，提出了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园艺课程、学生组织开展园艺活动、针对

特殊群体团体辅导、提供专业保障四位一体的层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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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我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1］明确提出“珍

爱生命，健全人格”，要求教育要促进学生理解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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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蒙台梭利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生命力的正常发展，教育就是主

张生命力发展的一切作为。”可是近年来的大学生，抑郁、焦虑、自杀、他杀

事件不断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是什么？”的价值迷茫、意义缺失在大学生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北京大学心

理咨询中心主任徐凯文将其形象地命名为“空心病”。鉴于此，社会各界提出

生命教育的理念并不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涵。开展生命教育，越来越受到学

校的重视。如何在钢筋水泥的世界中将“生命理念”真正传递给学生？如何让

学生在情境和互动中拥有真实生命的体验？如何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到安心、得

到满足感和成就感仍是现在面临的难题。梳理当前生命教育在高校的实践发现，

存在着空洞化、刻板化、浮躁化的现象，更多停留在理论灌输和知识教育层面，

缺少情境实践和体验［2］。为此，本文将基于生命教育理念，引入园艺疗法的

实践探索，以提供新的生命教育的实施模式。

1  园艺疗法与生命教育

园艺疗法是集医学、心理学、园艺学等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关注实践和体验。

目前，园艺疗法比较统一的是美国园艺治疗协会（AHTA）的界定：透过园艺活动，

让参与者获得社交、情绪、身体、认知、精神及创意方面效益［3］［4］。它

最大的特色是以植物为媒介，以活动为载体，让人与自然、植物间产生心灵对

话，经由“融入—体验—共鸣—分享”的历程，结合精神的投入、希望、期待等，

察觉生命的美好与感动，从而获得身心疗愈［3］。可见，园艺疗法的本质是生

命与生命的对话，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以此开展生命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传统文化中“寄情山水”的思想蕴含着生命教

育的探索。起源于西方的园艺疗法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会更加喜欢自然环境，

对水、泥土、植物、花丼、果实，森林、山川、河流等自然景物有更加强烈的喜好，

这些能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安稳与样和。也就是说，园艺疗法可以实现生命之间

的链接，由此激发人的情绪体验和投入，在园艺活动中思考生命，感悟生命。

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知生既是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实现自我在

社会中的价值。生命是教育的原点，也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应当是建立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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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基础上，向学生传递生命的价值和多元性。但目前教育出现了功利化的现

象，笔者曾在课堂进行过“假如你有了 500 万，你会怎么分配？”的随机提问，

多数学生回答“买房、买车，出去环游世界”等。就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

曾批评的，现在大学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为消除实用主义、功

利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部分高校已经开展了生命教育课程，但总结发现，目

前的生命教育课程存在着以下特点［1］：（1）生命教育理论化，空洞化，一

般以传递生命知识，提高生存技能为重点，但情感的体验、触及灵魂的温度缺乏；

（2）缺少学生的主动思考和参与。学生当下选择课程是为了获取学分，缺少对

生命的体悟和思考，缺少对他人生命感动和体察；（3）缺少情境和对话，关于

生命的教育要回归到对生命的理解中，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课堂之上。活的生命

教育中师生之间生动的交流，主动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鲜活的生命

教育框架下，来探索园艺疗法的实践模式就非常有意义。

2  园艺疗法在生命教育中的实践模式探索

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除特殊儿童教育、精神卫生中心、康复医院外［5］

［6］［7］，园艺疗法也已开始应用于学校生命教育实践中，电子科技大学建设

了三生教育基地——五感花园，开展了“园艺课程”“原来有你”“与生命对话：

园艺健心”等多项活动。天津农学院心理教育中心借助学科优势发展了“花园漫

步——走进园艺疗法”实践模式，采用课程和团体活动的形式提升大学生积极心

理品质，建立园艺社团，进行危机学生的心理恢复实践等。李树和探索了园艺疗

法在社区和学校的实施［8］。杨利利、丁闽江等人对园艺疗法在中医药院校的实

践效果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88.64% 的体验者认为园艺活动可以让自己更

加尊重生命、热爱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过程，感悟生命的力量；77.29% 的

参与者认为对自己的情绪调试有很大帮助；78.76% 的参与者认为可以增强自己自

信心、提高自我认同等［9］。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李树华教授认为，身心

健康与其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疫情期间也有园艺疗法的实践探索。因此，科学地

设计园艺活动，探索其在生命教育中的具体路径，不仅提升学生对生命的体悟，

还能调节情绪、增强自信，具有很高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141·
基于生命教育理念的高校园艺疗法实践模式研究2020 年 3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3011

2.1  园艺疗法在生命教育中的活动设计

推动园艺活动的实施，需要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确认活动目标，进

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活动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0］：

（1）确认活动目标和参与活动对象的特点。例如年龄、专业背景、情绪状

态等，需要注意的园艺疗法不适合精神疾病发作期间或者有自伤、自杀危机的

对象。

（2）确定团体大小，根据所选定的园艺主题确定比较合适的参加人数。

（3）活动设计要考虑好地点，选择恰当的工具，创设安全感的环境。

（4）园艺活动的时间长度。一般是 60 ～ 120 分钟为佳，如果有精神疾病

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的参与者以 40 ～ 90 分钟为宜，过长的时间可能会导致参与

者的负担，专注力下降。

（5）赋予每一个活动生命的意涵或故事，让参与者体会自然的美好，获得

生命的感动。

（6）保留活动结束前的活动分享时间，分享自然与自己或人生经验的启发，

让参与者之间彼此产生共鸣。

（7）注意活动难度和活动美感的设计。注重选择操作简单又有一定美感的

活动，可以提高参与度和成就感。

（8）注意使用科学有效的量表评估园艺疗法带来的实际效果。

在此基础上，沈瑞琳在绿色疗愈力［10］中整合了五官六感的体验活动，

筛选可操作性强，与生命教育相关活动进行整合，见表 1。

表 1  园艺疗法五感活动

Table 1   Five senses of  horticulture therapy

五官六感 活动名称
视觉 观察种子盆栽的生命历程；人造景观的情境疗愈力
听觉 原音重现的虫鸣鸟叫；聆听各种水流
嗅觉 DIY 香草植物油；雕塑新型迷迭香
味觉 冲泡香草茶；食物 DIY
触觉 魔晶土植栽；桌上禅宗庭园；压花 DIY；自然素材贴画；静思语叶拓

身体活动 生命的繁衍（播种、浇水、移植）、植物园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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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园艺疗法在生命教育中的路径探索

园艺疗法作为生命教育的可实施路径，需要纳入学生教育系统，要求活动

和课程形成合力，教师和学生广泛参与，特殊群体有差异化关注，提供专业保

障的多层级模式（图 1）。

面向全体学生园艺课程 组建学生组织园艺活动

特殊学生团体辅导

园艺

疗法

专业保障

图 1  四位一体层级模式

Figure 1  The four-in-one hierarchical pattern

2.2.1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园艺课程

园艺疗法课程在一些学校有所实践，面向全校学生，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

在课程目标方面，园艺疗法设计的重点在于遇见植物的生命，增强与大自然以

及人际之间的联结，体验生命的价值，培养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在课程内容

选择方面，可涉及提升幸福感的盆栽植物类，促进认知思维开发的设计类课程，

改善情绪、促进人际关系的桌上禅宗庭园、蝶恋花、水晶琥珀类，提高自信和

自我认同的自然素材利用类，以及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种子繁殖以及无性繁殖

类。在教学方法方面，可与心理技术相结合，如与箱庭疗法相结合开展团体植

物箱庭，与绘画疗法相结合开展叶之曼陀罗或花之曼陀罗。在课程实施和评价

方面，关注学生的需要，以学生为本，注重实践和评价的有效性。

2.2.2  组建学生组织，开展园艺活动

学生组织一方面可以提供学习、实践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活动的主力军。

在学生组织中可以开展活动沙龙、花艺制作与展览、遇见植物的生命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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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素材贴画大赛等，这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用同伴去影响同伴，用

体验去推动体验。天津农学院在此方面进行了非常好的实践探索，其成立的学

生组织，不仅举办了“园艺健心”的创意活动，而且运用学到的园艺疗法技术

进行了创业，开设了面向社会的“艺枫工作室”。

2.2.3  针对特殊群体，开展成长性团体辅导

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对抑郁、焦虑、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等多方面都可以

起到促进作用［11］。针对高校里存在的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可以进行公

开招募团体小组，在结合音乐、绘画、箱庭的基础上，开展成长性团体辅导。

陈慧娟选取有压力感的大学生为被试，在建立疗愈庭园后举办七周的园艺活动，

包括种莱、报纸育苗盆、花艺设计、制作纸玫瑰、种植向日葵，利用前后测问

卷做为评估工具，结果发现活动后所有参与者不论在园艺技能、增进自信、舒

缓压力情绪及社交技巧上都有显著增进。

2.2.4  园艺治疗师的专业保障

园艺治疗师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例如，在使用园艺疗法时，特别注意不要

有侵入性的行为，例如在敏感部位涂抹自治膏药，使用不干净的未经消毒的工具，

或品尝特殊草药、水果、食物等。在景观维护和花草选用时需要一些基本专业知

识作为支撑。郭毓仁教授认为，园艺治疗师的养成课程主要包括《园艺学概论》《园

艺治疗理论》《园艺治疗课程设计技巧》《园艺治疗的评估方法》《景观维护管理》

等课程［12］。只有专业教师作为指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更有方向。

园艺疗法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长，但其作用非常显著，也更容易为大众所

接受。园艺疗法作为身心疗愈的方式，被引入高校生命教育体系中，一方面可

以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体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高校做好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这不仅仅是由于部分学生对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存有戒

备心，园艺活动更容易被学生接纳，更主要的是园艺疗法本身就具有情感教育、

自我效能提升和疗愈身心的积极价值，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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