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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園藝與心理健康 

1. 成果資料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內涵服務學習課程成果表 

一、課程基本資訊 

課程名稱 園藝與心理健康 辦理期別 □上學期 ■下學期 

開課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博雅通識課程) 課程屬性 □專業課程      ■通識課程 

任課老師 林俊德 系所/職稱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開課年級 四技三年級/二技一年級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時數 2 學分/2 小時 人   數 

1. 修課人數：合計  43  人 

（含男  7  人、女  36  人） 

2. 校外服務人數：合計  0  人 

（含男  0  人、女  0  人） 

(因疫情未去校外服務) 

學期服務次數 

1. 全班：合計 0 次 

2. 個人：合計 0 次 

(原本規劃服務 1 次，因疫情未去) 

服務單位如何擇定 □學生  ■教師  □學校安排 

服務時數 每人  0  小時 服務時段 ■課堂  □課餘時間 

二、課程符合通識中心核心能力之向度 

 5 % G1 自我意識覺醒與自我反省能力  10 % G6 科技與科學素養 

 5 % G2 獨立思考與表達溝通思維  30 % G7 生命與社會人文關懷 

 5 % G3 品格道德與倫理價值陶冶  20 % G8 自然環境的關懷與感知 

 5 % G4 宏觀的國際視野與胸襟  10 % G9 跨界團隊合作學習能力 

 5 % G5 民主與多元文化的認同與尊重  5 % G10 美學與多元媒體涵養 

三、課程目標 

1. 培養心理健康概念及行為。 

2. 認識綠色植物及其於心理健康層面之應用。 

3. 學習使用園藝媒材於助人行為或人際互動。 

4. 養成人文及大自然之關懷精神。 

5. 探討自我與綠自然（園藝）的互動以省思自我及生命。 

四、課程內容 

1. 學習心理健康概念。 

2. 結合園藝活動操作，融合心理健康作為。 

3. 透過接觸園藝及綠色植物培養環境關懷之態度。 

4. 融入服務學習作為及概念於綠色環境之關懷。 

5. 透過團隊合作，在接觸綠色環境中學習為他人付出及服務。 

五、教學策略 

1. 園藝及心理健康基礎概念：課程初期，透過相關概念教導以使其獲得相關訓練。 

2. 專業知識及應用之學習：課程中期，透過園藝治療概念之實務操作及參訪過程，提升學習者理解園藝植物之

心理健康領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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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學習：課程後期，原本規劃透過老人養護機構之參訪及其綠色環境之接觸、互動，以團隊形式引導學習 

者關懷高齡者及透過綠色植物媒材之互動，培養其人文關懷及綠色照護之情操，可惜因為疫情因素未成行。 

六、各階段工作及各週流程 

準備 

1. 課程安排與規劃 

2. 基本概念教導 

3. 服務地點尋找與行前說明 

4. 服務行程行前說明 

第一週：課程介紹。 

第二週及第三週： 

1. 與業師聯絡，安排課程、聯繫合作服務機構， 

2. 擬定服務計畫等、蒐集學生資料(行程投保所需)。 

3. 行程規劃及預訂遊覽車。 

第三週至第十週： 

1. 課程分組，並介紹各組組名植物與自身的關聯。 

2. 業界專家來課堂上授課，提供相關園藝技巧與知識。 

3. 利用課程，讓學生實際接觸大自然，實際感受植物的療癒。 

4. 透過課程的學習，應用園藝在長期照護。 

服務 

每六人一組，組成綠色照護小

組，原規劃於安養機構參訪過程

中提供高齡者綠色照護服務，但

後因疫情未成行 

第十一週～第十五週： 

1. 介紹園藝治療與心理健康實務課程及服務概念。 

2. 計畫於 6/5(六)進行安養機構高齡者服務。 

第十五週：原定進行綠色照護(老人養護機構)參訪活動，但因疫情加重

取消。故採線上介紹園區及透過影片方式讓同學學習如何

對高齡者服務。 

反省 

1. 進行檢討 

2. 書寫服務心得 

3. 反思及回饋課程 

第十七週： 

1. 課程回顧，小組內部討論及檢討。 

2. 檢視課程所遇到的問題並解決。 

3. 引導學生在課程中所感受。 

慶賀 期末線上成果發表 

第十八週： 

1. 線上進行各小組課程期末學習分享。 

2. 參訪行程心得分享。 

七、合作機構 

機構名稱/聯絡人 彰化縣政府立案慈恩老人養護中心/賴 O 文 

機構電話 04-8681478 

機構地址 sn8681***@yahoo.com.tw 

服務工作項目 

或內容 
老人安養及照護（透過園藝治療媒材分組進行之） 

合作模式 
原本規劃引導修課學生於參訪機構期間提供分組老人綠色照護活動(以綠色植物媒材與高齡者

互動)，後因新冠疫情未成行 

八、服務進行方式 

原定 6/5(日)前往慈恩老人養護中心，但因 covid-19 國內疫情升溫，故無法前往。 

九、評量方式 

1. 出席及活動參與：30% 

2. 個別報告：30%（包括科博館參訪及園藝治療活動之參與） 

3. 分組報告：40%（服務學習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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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務效益 

1. 本課程實際修課人數為 42 人，除學習園藝及心理健康相關知能外，教學者另外結合相關資源，如綠色環境

及養護機構供學習者參與及進行體驗活動。 

2. 本課程另外提供園藝治療相關媒材(園藝及植物盆栽素材)及知識與技巧學習，教學者另外聘請園藝治療專家

提供授課及經驗分享，以提升學習者對綠色園藝使用及應用能力。 

3. 透過綠色園藝、植物之媒材及心理健康概念之引導，使學習者可將園藝活動融入個人的心理健康及照護活動

中。 

4. 於心理健康及園藝活動等先備知識完成後，規劃參訪活動，包括科博館植物園解說活動及大肚山戶外自然教

室，以學習心理健康實踐，原規劃參訪彰化縣二林鎮慈恩老人養護中心之高齡者綠色照護活動(與高齡者透過

園藝媒材的互動)，惟受疫情影響，只能將活動取消，而以線上方式講解服務過程及可能之服務效益，三項活

動共計 126 人次參與。 

5. 參與園藝與心理健康之影響，令學習者可理解並學習關心周遭綠色植物與環境及心理健康的關聯，另則習得

園藝治療技巧，提供自己及周遭他人(如高齡者)之心理健康照護。 

十一、延續性規劃及具體作法 

期待透過相關課程教學及服務學習參與，提升學生對環境及周遭人文之關懷，在其生涯發展歷程中，有別於一般

學習歷程之體驗，進一步養成自我心理健康之關照及對綠色環境的關懷，塑造個人對周遭環境的關注及學習個人

與環境的生命對話概念與作為，以提升個人生命品質及關照周遭他人、愛護所處環境等。 

十二、檢討與未來建議 

檢  討 

1. 本門課之教學，除授課教師提供園藝治療與心理健康相關知識與技巧教授外，亦另外聘請三位

校外該領域專家協同授課，對學習者提供盡可能相關知識與技巧之學習資源。雖申請服務學習

課程，然經費相當有限。本學期因疫情關係，雖無實際到老人養護中心，但如依照原先課程計

畫出發，在扣除交通費後，即不足支應其他資源；為使學習者能體驗將學習融入社會服務之考

量，其受服務單位需至郊區之老人安養中心，方有足夠之園藝治療情境。行政單位雖已有經費

補助，但仍期待能有更充裕之經費協助。 

2. 由於本門課之開課時段，需配合博雅通識課程規劃，修課學生雖已多元，然能仍集中在少數商

業類科，其學習者過去之學習基礎，如人文關懷及相關科普知識之匱乏，相當可惜於未必皆能

體驗課程規劃之盡心盡力，仍有極少數學習者未能盡力於學習，導致學習資源浪費，若有足夠

之人文素養及基礎知識，相信資源更能發揮效果，故建議校方可多提供人文方面如生命關懷等

類似的課程選修，以提升本校學習者人文關懷之胸襟與精神。 

未來建議 

1. 建議學校能夠提供本課程相關經費補助，使同學們課程資源無缺漏之憂。 

2. 建議學校加開相關人文素養課程，提升學生整體對於該類型課程的認識，而非單只是商學院的少

數同學擁有學習此類型課程的機會。 

十三、教師經驗分享 

本門課相當感激職涯中心服學組之經費補助，使本門課可盡量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另有幾點發現，提供參考： 

1. 透過園藝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習者心理健康概念，使學生關照自身與周遭環境之互動，並能學習關懷大自

然。 

2. 藉由園藝治療相關技巧之學習，用以服務高齡者，確實能達成學生及受輔老人甚至是家中長者，即多方之正

面效益，包括學生對老人之關懷，及老人們的心情愉悅；園藝媒材是一項代間服務的良好媒介，能實際提升

學生服務學習效果。 

3. 以動手做的方式，即所謂「做中學」可有效提升學習者專注度及學習效果，亦可課程充滿創意及有趣的情

境，提升學習者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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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小組組名報告 

同學分享自身與小組組別的植物的小故事， 

了解就算是一株平凡的生命，也有不同凡響的回應 

3/25 種子畫製作 

同學透過一帆老師帶來的創作分享， 

研究該如何透過植物種子來構圖。 

  

4/8 多肉植物栽培 

同學運用彥睿老師帶來的多樣多肉植物， 

運用自身的小巧思，拼湊屬於自己的療育小盆栽。 

4/15 植物園參訪 

實地走訪植物園，能發現生活周遭早已存在但平常並注

意到的植物類型，也因走訪植物園，認識了更多植物！ 

  

植物園參訪完畢後，全班同學在植物園門口合照。 

4/22 草頭寶寶製作 

藉由種子發芽做為媒材，運用個人創意創作出獨一無二

的草頭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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