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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新亮點業務推動與輔導現況

一、前言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高齡化的社會

人口結構已是全球已開發國家普遍存在的

現象，且越來越受到政府與國人關注與重

視。農村永續發展的根本在人力，農村人

口高齡化、人口外移與農業勞動力不足，

是臺灣農村發展面臨的重大危機。

美國於 1790 年曾有醫院通融貧窮的

精神病患替醫院工作以抵償醫藥費，意外

發現在醫院附設菜園與牧場工作的病患，

病情復原的狀況比最初較輕微病患還快，

促使園藝活動的功效受到重視。英國於

1936 年職能治療師協會正式認同園藝活

動用於身心障礙者，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傷殘官兵療養，建立退役

軍人醫院並實施園藝治療及殘障士兵的再

教育，藉由園藝活動幫助患者恢復身心健

康，重新建立自信心和成就感。國內於民

國 89 年開始發展園藝治療，針對輔助復

健、學習障礙、精神病患、老年失智等設

計課程，刺激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及

嗅覺等五感，緩解焦慮情緒，促進注意力

集中，放鬆肌肉或協助肌肉復健，結果顯

示成效良好。園藝治療是歷經時代印證的

實務科學，運用人類發展出來的各式園藝

活動來改善溝通、情緒、精神、身體、社

交、認知及創意方面的效益，達到舒解壓

力，恢復身心靈健康的效果。高齡者從事

園藝治療活動可維持健康、延緩老化，成

為慢性病復健的方式之一。美國亦有研究

指出投資於預防疾病的建設可顯著節省費

用，每人每年投入 10 元美金，5 年後有 5.6
倍的高報酬率。

臺灣已是高齡化社會，本場於 91 年

由當時的陳榮五場長於參加國際研討會

後，啟發本場在轄區社服機構推動與深耕

園藝治療。爾後，又於 107 年賡續啟動社

區園藝療育推廣計畫，瞭解社區長者健康

狀態與園藝活動關聯，探討適合長者之園

藝植物、活動種類及效益，達到在地安居

與身心健康目的。農村社區導入園藝療育

之重要工作，包括社區的遴選，園藝療育

種子人員培訓，園藝療育場域的營造活動

與手段。期望進階連結社區鄰近的照護機

構，將園藝療育效益擴散至社會大眾健康

及亞健康族群，達到社區作為情緒舒緩、

社交促進與健康促進的示範場域。本文就

本場 107 年度與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

農村社區推行園藝療育案例為例，提供有

意願進行園藝療育推廣之社會大眾、民間

團體、農會或是農場經營者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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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遴選指標

本場經蒐集相關文獻，透過專家討

論與層級分析法，建立遴選農村社區推動

園藝療育之指標評估工具。指標內容包含

「人力資本」、「環境資本」、「社會資本」

及「經濟資本」等 4 個構面，各構面分別

具 4-7 項評估指標，合計 20 項：

( 一 ) 「人力資本」構面：主要評估社區是

否具備從事園藝療育之人力，社區療

育庭園建置後之維護管理，以及未來

與長期照護接軌的可能性。本構面指

標有「專業能力與經驗」、「接受新

知的能力」、「社區人力組成」及「和

醫療單位建立合作模式」等 4 項。

( 二 ) 「環境資本」構面：用來評估社區的

農業資源、長者活動空間、建置療育

庭園的可行性。指標為「空間環境」、

「社區休閒活動空間與服務」、「綠

色資源」、「適合五感體驗環境與營

造」、「社區鄰近休憩資源」、「交

通環境」，以及「整體景觀品質」等

7 項。

( 三 ) 「社會資本」構面：有助於社區推動

園藝療育的社會互動，4項指標為「社

區組織」、「社區具推動意願及熱

情」、「社區活力」及「社區支持」

等。

( 四 ) 「經濟資本」構面：促使居民及社區

可維持健康生活與組織運作的工具，

項目為「一級二級生產」、「三級農

業服務產業」、「具潛力的當地特色

食材或觀光資源」、「社區健康服務

資源」、「社區自主收入」等 5 項。

應用評估合作之農村社區時，將前

述 20 項指標轉換為 20 個評估條件，邀集

專家針對每個社區進行現場評估與訪談，

再依據加權遴選出優先合作推動之社區。

107 年度透過本遴選指標，遴選臺中市大

社區推動園藝療育遴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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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區山陽社區、彰化縣田中鎮舊街社區及

南投市福山社區等 3 處。

三、園藝療育種子人員培訓

培訓課程主要是將園藝療育理念導入

農村社區，各個社區可依據農村人力與農

業特色，規劃符合社區需求之療育活動及

設置療育庭園，建立社區未來可執行的模

式，輔導社區活化與永續發展。課程於社

區辦理，每梯次課程包括導入園藝療育概

念與活動設計實務、各類農村社區資源應

用於園藝療育之可能模式、療育活動實務

與帶領技巧Ⅰ、Ⅱ、Ⅲ及社區長輩園藝療育

活動方案試作等 5 個場次，啟發社區居民

推行園藝療育理念和療育活動的概念，讓

社區成為未來園藝療育示範場域。

參加對象包括社區志工、居民或社區

周邊夥伴，透過專題概念、實務引導與操

作、小組討論、活動設計與說明、分組操

作與帶領等方法，學習園藝療育概念與實

務帶領技巧。

同時學習園藝療育成效評估方式，

以檢視參訓者或長者於園藝療育前、後在

生理、心理、認知、社會之差異。最後透

過小組討論方式，規劃社區年度之園藝療

育活動，期望建立社區長者療育活動計畫

表，促進其身心健康。參訓者可學習規劃

與設計園藝療育活動之能力，從時間、帶

領者、目標、評估方法、活動名稱、準備

材料與工具、材料費、內容與執行方式、

執行過程及結果評估紀錄與檢討改進等，

培養其具備因服務對象而異，設計與帶領

達到設定目標之療育活動的能力。

園藝療育效益的評估，利用血壓計

及唾液澱粉酶檢測儀，客觀地量測參與者

社區園藝療育實務培訓工作坊規劃之課程

場次 課程內容

第 1 場

中部地區健康促進暨療育輔導計畫說明

園藝療育概念與活動設計實務

各類農村社區資源應用於園藝療育之可能模式

第 2 場
療育活動實務與帶領技巧Ⅰ *
社區園藝療育活動方案分組操作Ⅰ

第 3 場
療育活動實務與帶領技巧Ⅱ

社區園藝療育活動方案分組操作Ⅱ

第 4 場

療育活動實務與帶領技巧Ⅲ

社區園藝療育活動方案分組操作Ⅲ

社區長輩園藝療育活動方案試作說明

第 5 場 社區長輩園藝療育活動方案試作與成果分享 **

註：* 療育前後測問卷及唾液澱粉酶檢測

       ** 社區種子人員帶領長輩操作、療育前後測問卷及唾液澱粉酶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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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狀態，佐以園藝療育福祉效益問

卷，讓參與者評估療育活動前、活動後之

狀態。以參與培訓之山陽社區種子人員帶

領長輩進行澳洲茶樹清新薄荷油之活動為

例，過程中提供觸覺與嗅覺體驗，目標為

維持精細動作、增進社交互動、與他人合

作、專注於任務等。結果發現，長者的心

跳、舒張壓與唾液澱粉酶測值在活動後均

下降，顯示壓力有獲得舒緩。福祉效益部

分，長者參與園藝療育活動的「邏輯意識

清楚」與「了解園藝栽培技術」明顯有所

提升。

四、社區療育場域建置

以山陽社區為例，山陽社區位於臺

中市大肚區，夏季涼爽，社區開放空間有

開心農場、飯店仔公園、福蝠公園等，是

居民運動與休憩之場所。經評估與討論

後，療育場域基地選定為開心農場，原功

能為生產農作物，除居民自用外，並提供

社區共餐使用。社區以老年人為主，平時

於基地活動者以 50-60 歲族群為主，社區

向心力十足，對種植農作及園藝作物興趣

濃厚，希望將開心農場進行改善，使農場

具有健康促進之效。經由本場、台灣農村

發展規劃學會、朝陽科技大學與山陽社區

發展協會幹部等現勘及討論，凝聚社區對

療育庭園使用對象、目標及未來發展之共

識，相關課題與規劃共識如下：

( 一 ) 山陽社區開心農場課題

1.  分區不明：基地內現為開心農場，

但區域劃分中尚有閒置農地待使

用。

2.  環境髒亂：基地內有一處為資源回

收交換站，與農場內可耕地區隔不

明顯，較為髒亂。

3.  空間閒置：農場內水道尚有一渠閒

置，應避免積水引起蚊蟲孳生。

4.  缺乏統整：農場內榕樹下，現況為

零星座椅擺放，有些凌亂缺乏統

整。

5.  綠美化不足：農場四周加裝鐵網，

可運用藤蔓植物，軟化邊界。

( 二 ) 山陽社區療育庭園規劃與發展共識

1.  農場水道尚有 1 渠閒置，可規劃種

植水生植物。

2. 老樹下休憩空間整體統合。

3. 將資源回收站與農場作出區隔。

4.  植栽可選用抗風性佳的種類，鐵網

宜進行美化。

5. 可利用複層植栽營造多樣化空間。

( 三 ) 設計構想

以園藝療育中的季節性、相容性與可

及性等，營造山陽里民療育的開心農場。

農場內為居民農耕區及垂直菜園，誘發社

區長者自主性，從種子或菜苗親自動手到

採收、烹調到餐桌的過程中，找回高齡者

對本身的認同感及社區的參與感。植栽選

用可食香草為主，搭配誘鳥或誘蝶植栽與

農場現有水域環境相輔相成，營造花、風、

水、影體驗的農場，引領大肚山里民打造

「長壽村，不老春」的社區願景。並依居

民需求於農場入口側花臺重新種植景觀植

栽，加強美化；以及於入口區增設 2 處香

草植物區，資源回收區增設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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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陽社區開心農場規劃之療育庭園示意圖 ( 圖 / 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 )

山陽社區開心農場規劃前現況，步道為碎石，用圓石區隔，雨天泥濘及
濕滑，安全性較低

平穩的鋪面，提高居民使用療育庭園安全性

( 四 ) 療育庭園建置歷程與完工現況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社區療育庭園歷經

多次現勘、討論及確認後，依照設計圖進

場施作及完工，提供長者五感體驗的療育

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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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透過與中部地區農村社區合作推動園

藝療育計畫，減低居民壓力，促進社交能

力，藉由居民腦力激盪發想社區年度之療

育活動計畫表，提升社區共識及向心力。

本場未來仍持續與農村社區推動園藝療育

開心農場療育庭園由本場、台灣農村發展規劃學會、朝陽科技大學及山陽社區發展協會攜手完成

開心農場入口處，設置迎賓香草植物區區隔資源回收站與療育庭園之南方松牆面，可展示
居民療育活動作品

計畫，並擴及鄰近社區或照護機構，讓社

區居民具備帶領園藝療育活動技巧，開發

社區在地療育產品，增加社區自主營運收

入，讓社區成為園藝療育推展基地，促進

長者身心健康，對接長期照護，落實預防

醫學及促進健康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