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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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治療基本功》第二章 93-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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