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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農業新價值－ 農業療育

葉美秀 1

當您在農村裡面，風一起，看到那整片的稻浪、跟著大家放了一艘竹葉船到旁邊

水圳漂啊漂、心中許著願，一回頭不小心與水牛的大眼睛對望時，是不是有好療癒的

感覺呢！在大自然裡，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讚嘆聲，為什麼會讓人覺得感動、浪漫或

是最新流行詞”療癒”呢？經過種種觀察與訪談，對於感受到”不同於平時的美好經

驗”、獲得”生命的喜悅”、或”無目的情感上的交流”時是令人感到療育的重要原因。

在農場中，有大自然的美好，也有人情的溫暖、生活的喜悅，自然而然可帶給遊客許

多滿足感及深刻的印象。

休閒農業新領域 －不同於園藝，森林療癒的農業療育

園藝治療最初是讓老人在生命的末端時，以園藝創造生命的方式，感受生命價值

進而得到療癒，也針對某些肢體或精神上有殘疾之族群，讓他們感受生命的美好。由

於發展較早，目前已有證照制度，也普遍運用在城鄉中各種的綠色照護領域。森林療

癒則是鼓勵人們多多走進大自然，並在輔以各種儀器以證明真實的舒壓效果後，更是

受到都市人的歡迎。

但隨著休閒農業的發展，我們發覺，各種農業體驗活動，似乎也帶給了遊客許多

放鬆與歡樂，但是否也有機會更上一層樓，朝向”療育”的這個方向努力呢？看到生

命的成長與美好，是造成療育感的一大原因，則農業最大特質就是農地裡都是源源不

1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教授、台灣休閒農業學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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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新生命，更全面且更接近人類生命核心，只要適當引導，較之目前市面上的各種

療育課程，農業這個領域，應可提供更多的機會。

農業療育的特色

1. 農業可提供更多面向、多層次的療育機會

農業不但包含了園藝、森林，它的的各個面向皆能發揮療育效果：除了三生之生

產面向之農事體驗、生活面向之飲食或工藝體驗、生態面向之人與自然體驗外，農村

中的第四生：生命面向，更藏著更許多感人的生命故事在其中，更可令遊客產生共鳴。

生命的延續感是療育的最高層次，這也是園藝療育或森林療癒比較缺乏的部分。

而療育的層次也是有所不同的：其實只要脫離了都市環境、進入到一個農業場域，

擁有自然的生態環境、無毒的農作物以及親切的農舍等，基本上遊客就有放鬆的感覺，

進一步參與體驗活動的種類與深度的不同，讓農業療育的層次豐富，如在農村中，被

滿掛著果子的果樹圍繞時，人就會被感動了，除了吃在嘴裡的滋味，還有接近自然的

喜悅，若是參與了套袋的過程，看到果子的成長，並親來收穫，若再更上一層，採收後，

親自作成果醬，回到都市家中，再拿出來食用或分享，這樣的經驗與記憶，就可能是

一輩子忘不掉的。基本上，愈能夠完整的參與完整的過程，療育的程度就會愈深刻，

如品嚐一杯當地生產的咖啡很療癒，若是還參與了採收、烘豆等過程會更療癒，而療

育感愈大。

2. 回歸農業本質的”天人合一”，可達到療育人心的最佳效果

農業是人從自然中，取得資源耕作以獲得食物的一個產業，‘靠天吃飯’ 這句諺

語，很明確的道出了人與自然之間密切的關係，當這一切達成平衡、人與時序結合成

一體的時候，對於人及自然都是最舒服的狀態，多年前，經典雜誌的讀者在體驗了馬

太鞍的生態魚礁捕魚法時，寫下了以下的心得：“在生態魚池裡不見殘忍的補殺 只有

滿足的爽朗驚呼聲，感謝老天。。。。回到大自然的感覺，真的太好了”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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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感受到這種和諧的時候，會很有被療癒的感動。天人合一不是用講的，而是當我

們配合時節，符合環境時的農事時，就會有那樣的感動。過去人定勝天的概念，讓我

們忘記了如何與大自然相處，在尋找真我的過程中，愈能深度的與大自然合拍的體驗

活動，療育感愈大，所以如何往回找到老祖宗的智慧運用於活動中，是發展農業療育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農業療育必需要發生在農業的環境之中，環境的塑造是重要的基礎

基於上述的兩個得到農業療育的特質，活動的產生，勢必要在一個農業的環境裡

才能有高層次的療育效果，自然而然的出現，甚至於不需要額外的活動，遊客也能夠

有非常療育的感受。如有位城市來的遊客分享的經驗：當她看到農場主人不到一歲的

嬰兒，正在吸著從野薑花田裡摘下來的野薑花蜜時，她驚呆了，那是一個人與自然彼

此充分和諧信任的感覺，農場主人自然的行為，卻讓遊客得到了深深的感動與療育，

那是因為沒有農藥清澈的水田裡，享用具有花香的蜜汁是多麼自然的事情，遊客也摘

下一朵野薑花放入自己的嘴裡，這個經驗也不可能在非農業域中得到的啊。這也是農

業療育和園藝療育極大不同的地方，更講究其適地性。而每個農夫，都可以有自己的

課程，以年為單位，以節氣為系列（旬食概念），讓遊客們從自然界中學習，並進一

步得到心靈的感動。

農業休閒活動的三個層次—玩（體驗）、育（學習）、療（感動）

我們用農業”療育”，而非農業”療癒”這個名詞，除了避開”癒”這個比較敏

感的醫學字眼外，農業在”育”的部分，的確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人在獲得知識，

會令身心獲得愉悅與滿足，再加上有不一樣的經驗，會產生休閒的感覺，而農業可以

同時具備這兩種內涵，透過適當的引導與提昇，不但可以玩（體驗）、可以育（學習），

更可以達到療（感動）的層次。也可以視遊客的特性，來調整每項活動的設計，簡單

來看，可能小朋友以玩為主，老人家或許以療為主，一般人則皆可以是綜合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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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想法，可以讓我們更能配合遊客量身訂作，提高滿意度：

小孩。   玩＞育＞療

成年人。 玩＝育＝療

老人。   玩＜育＜療

農業是個寶藏，瞭解其內涵，並加上適當的引導，即可讓遊客從玩、提升到

療育的更大滿足感，試舉例如下： 

寶藏一：認識食材：健康安全、地產地消

育：親自採摘，親手烹調、自然而然瞭解食材來源，並從解說中獲得知識

療：有機的產品，經由農夫的努力與上天的恩賜

䅁例：鳳梨採摘

親自到農田裡收穫，學習辨認食材及與一般人工甘味劑的不同（育）

感受到與大地連結、可品嚐自然食物的健康幸福的感受（療）

寶藏二：農業智慧：農事操作、四季運轉

育：各種的耕作體驗，可以運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學習到各種農業智慧（育）

療：配合地形、氣候、土壤及水文等各種與大自然的連結及共同的努力（療）

䅁例：稻田耕作體驗

到有機稻田裡參加插秧、除雜草以及收割等耕作活動，學習到各種技術（育）

䅤秧時踏入水田與泥土親近的感覺，人工除草時為不用農藥盡一份力的投入感，

收割時收穫的喜悅（療）

寶藏三：敬天謝地：心存感恩、敬愛大地

育：傳統農村文化及生活的體驗

療：瞭解與大自然共存的感受，農民，產生感恩的心（療）

䅁例：農村生活體驗

農村生活中，充滿了敬天謝地的精神，如水井取水前先敬拜水神、用餐不浪費等

精神都自然而然溶入生活中（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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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取水時敬謝水神，取用生態環境中之野果，野菜，溪魚等，享用大自然賜予

的食物（療）

寶藏四：愛物惜物：珍惜資源、尊重自然

育：各種物品，如何循環再利用，惜物愛物的方法 （育）

療：參與減廢減碳，為大自然盡一份心力的成就感 （療）

䅁例：參與傳統友善的自然農法

瞭解如何配合時令，如何運用有機回收材料作為肥料、及有機除蟲方式等（育）

讚嘆農人的巧思，也隨喜自己的善行（療）

寶藏五：五感體驗：知覺開發、生命感動

育：農村中的各項豐富資源，可開啟眼、耳、鼻、舌、身等各種感官的運用

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的感官在農村中舒發後，得到感動

䅁例：精油製作

親自採摘澳洲茶樹的葉子，與習如何萃取精油的技術（育）

感受到乾淨的風土，創造出來的獨特香味，達到療育的效果（療）

䅁例： 農村動物認養：

教導遊客如何照顧動物（育）

藉由實際的觸摸，聽到動物的聲音與實際的餵養行動，獲得與動物心靈的交流（療）

農業療育的內涵

休閒農業已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並認同，但在大家的認知上，大多仍僅屬一個休閒

場所選擇之一，但若能經過適當的引導，有非常多的內涵可提昇為具有療育價值的體

驗，農業在此領域中，應是極具潛力與價值，也期待能夠走出與目前各種療癒活動不

同的特色，在 108 年農委會科技經費的支持下，發展了展現農業療育內涵的的幸運草

圖樣，外圍是指目前市面上己有之療癒活動，以作為比較。幸運草中心，表達了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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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為天人合一，第二圈的四生：生產、生活、生命及生態，代表了可發展玩 - 育 - 療

的豐富資源，如：

・生產面向 - 如從基本的採摘提昇到農藝療育。

・生活面向 - 如從品嚐在地食材品味提昇到食物療育

・生態面向 - 如從走森林步道，看螢火蟲，到瞭解農村生態環境的農業循環、永續栽培

設計、再到有機參與動物保育等。

・生命面向 - 如從動物餵食，提昇到認養動物中，生命教育等。

四片幸運草葉，則是將目前己經有初步開發的農業療育項目列出，每一片葉子中都有”

其他”二項，代表還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表現出，農業療育的領域以及潛力是非常寬

廣的，示意圖如下：

發
現
農
業
新
價
值
｜ 

農
業
療
育



116

農
業
人
力
發
展
與
創
新
推
廣
研
討
會
論
文
輯

農業療育的要素

由於符合上述原則的農業療育方向，在國內當屬草創，師資亦難尋，於是在 2021

年我們邀集了北區幾個對農業療育有興趣的農場，如：桃園大溪的好時節休閒農場、

富田花園農場，宜蘭的花泉休閒農場、三富休閒農場、頭城休閒農場、苗栗的飛牛牧

場等，一起進行以共學方式，來充實並找出農業療育的要素，以下即是與各農場經過

三輪設計及實作的經驗，所得到具備療育感活動之四大要素：

一、 從心啟動 -- 儀式性

不同於農事體驗或食農教育著重在「事物」本身的體驗或學習上，農業療育首要

的不同之處便在於「儀式性」的建立，透過言語、詞彙、行為的引導，讓人與事物產

生連結、或者賦予新舊事物一個新意義，進而從五感的身體層次提升到看不見、摸不

著的心靈層面。

二、 情感共鳴 -- 故事性

小時候聽故事總想知道結局，長大了聽故事更在乎過程；說故事是農業療育的重

要屬性，如果說儀式性是讓人與事物產生連結，那故事性則是在連結後讓人產生情感

上的共鳴，參與活動的人在聆聽故事的過程，可從中認識到農村的生產、生活、生態

及在地人事時地物的生命歷史，若再搭配儀式性的引導加深人與人事物的連結，更能

讓活動充滿感動。

三、 四季感知 -- 時間性

成功的事情背後，往往蘊含著天時地利與人和，農業療育的第三個屬性為時間性，

可以拆成兩個面向來談，一方面是來自心理的時間，由於心靈上的觸動來自於時間的

變化，因此讓活動參與者感受到一件事情的完整變化，例如採收黃豆、到製作豆漿、

而後製作豆腐等，會讓人感受到療育與成就感；另一方面來自生理的時間，也就是節氣，

講究農作物、食材、文化等隨著不同節氣而發展出不同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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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視覺美感 -- 藝術性

農業療育的最後一個屬性為藝術性，無論是人為塑造或自然形成，小到告示牌的

設計、大到地景的營造，美的事物往往令人感到療育，因此農業療育的活動安排，除

了場景能夠自然及多樣性外，能將藝術性融入活動設計中將更添療育的氛圍。

結語

經過幾年的蘊釀，農業療育我們將之定義為：農業療育是指利用農業場域，以四

生資源 ( 生產、生活、生態、生命 ) 發展四性體驗 ( 儀式性、故事性、時間性、藝術性 )，

透過專業人員規劃引導，促進人與自然的連結，達到身心靈舒暢之效能 ( 台灣休閒農

業學會，2021)。並在 2022 年在農委會的支持下，與十多位休閒農業的朋友，以體驗型

的課程方式，發展一套 共 60 個小時的農業療育士課程，我們目前也正在努力中，期待

未來可以將農業原有無價的價值，透過休閒農業產業中的農業療育方式，讓更多人可

以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