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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园艺疗法的概念、理论基础、干预方法、应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综述。旨在通过园艺疗法促进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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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theoretical basis, intervention methods, application effec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were reviewed. It aim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evel through horticultural therap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llege mental 
health work, and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colleg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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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

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2017 年 1 月，国

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中宣部等 22 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

高等院校要积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重视提升大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保

持良好的适应能力(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2016)。“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紧紧围绕构

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符合中国文化、适应中国学生特点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冯
刚，2015)。 

2018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要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

和传播，充分挖掘学生心理潜能，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教育部，2018)。 
当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还多以课堂讲授和专题讲座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缺乏吸引力，不能引

起学生的兴趣，更无法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为满足大规模教育的现实状况，提升

学生的融入感，各高校都在尝试通过提供心理咨询、开展团体辅导、开展现场体验等方式，提高学生的

参与性，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大多还是以课堂讲授和课后讲座的形式开

展。单一的、缺乏新鲜感的教育形式使学生融入感和体验感较低，未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无法满足

学生的心理需求。很多高校也意识到了大规模教学场景下，心理健康教育的无力感，尝试通过开展心理

咨询、趣味活动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愉悦学生的心理，使学生保持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心态(马
宏魁，2020)。 

但是由于教师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各类心理活动缺乏相应的指导、宣传渠道不畅等方面的原因，

而忽视学生的情绪调节与和体验需求，教育效果有待提升(于丹丹，2017)。 
园艺疗法是通过植物栽培、种植与园艺操作活动以达到促进身体和精神的恢复的疗法，是医学、美

学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一种治疗方式(章俊华，2008)。 
从广义上来说，走入大自然，感受多姿多彩的花色和沁入心脾的花香，亲身体验栽培种植形色各异

的花草，制作压花工艺品等活动，使人得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宋禹辉，鞠园华，杨超，郑诚乐，2017)。 

2. 园艺疗法概述 

2.1. 园艺疗法的概念、起源和发展 

目前可追溯到的有关园艺疗法的最早记载见于 1699 年李那托·麦加在《英国庭园》中对园艺的治疗

效果的记述：在闲暇时，您不妨在庭园中静坐一会儿，或读书或静思，或在丛林间信步或驻足聆听鸟儿

的鸣叫，此刻的环境，会使您永葆心情愉悦、情绪稳定、身心健康(卞文志，2016)。 
园艺疗法作为促进身心健康方法的尝试就要追溯到 19 世纪初。在近四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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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关于亲近自然的初心始终未变，说明园艺疗法是一种自然的疗法，是一种不必针对特定疾病却能帮

助病患恢复心理健康的有效方法(杜菲，2014)。 
美国园艺治疗协会(The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简称 AHTA) (Simon & Straus, 

1997)，对其的定义受到广泛认可，即园艺疗法是利用园艺操作活动，对有必要在其身体以及精神方面进

行改善的人们，从身体、心理、以及社会诸多方面进行调整更新的一种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法。其基本思

想是运用园林绿地环境、园艺植物以及园艺活动对参与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与者进行的园艺活

动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栽培种植、修剪植物、鉴赏花草、远足、郊游、手工艺品制作、开垦土地和砍

伐树木等(冷敏敏，张萍，胡明月，周海燕，2018)。 
19 世纪初，作为美国国家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最初提出了农业生

产劳作与人类健康状况有关，从而使得园艺疗法在康复医学、精神治疗、残障人教育和高龄老人护理上

沿用至今(肖琼，2015)。 

2.2. 园艺疗法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基础 

园艺疗法是通过园艺活动以达到特定治疗、康复目标的体验模式，功效在于提升参与者的整体心身

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目前，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新领域，园艺疗法以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在生物

—心理—社会的模式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以达到为人类提升幸福感的目标(周萌，2018)。 
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幸福感、满足感、欢乐等积极情绪体验；坚持、自信、

宽容等积极个人特质；健康的家庭、正能量浓厚的学校等积极组织系统(何怡雯，2013)。相比于“90 后”

大学生群体缺点被放大而带来的消极心理模式，积极心理学主张用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看待学生的潜

能，以提升全体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价值为主线，开拓学生心理素质教育途径，从而促进学生全面

健康地发展(林珍珍，何彦，2013)。 

2.3. 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应用的现状 

园艺疗法是一种自然疗法，强调的是维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郭湘涛，周建华，2010)。这与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相一致，其涉及的简单易行、颇具趣味的园艺活动是非常适合于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 
齐浛妤等以 196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针对心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利用园艺疗法进行干预。通过实

施 15 次 6 种类型的园艺疗法干预活动，调查了园艺疗法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效果。试验结果表明，

园艺疗法对大学生心理问题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齐浛妤，张培，张丽芳，王倩，

2019)。 
段艺凡等通过文献资料收集阅览、问卷调查、SPSS 软件数据分析等方法，以园林植物和植物景观空

间对人心理的影响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研究，为园林植物应用及园林植物景观的合理配置提供科学的理论

依据。结果发现，园林植物景观对人心理作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

人们只有在良好的植物景观下才会身心健康(段艺凡，2017)。 
为了了解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应用的市场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赵聪瑜等采取了问卷调查的

方式，试图探索出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有效的推广策略。结果显示，园艺疗法可缓解压力、调节情

绪、培养专注力、陶冶情操，这些方面将是未来大学生园艺疗法应用形式、活动内容的重点研究方向，

也是园艺疗法积极推广的重要理念。并且大学生对植物接触相对较多，对植物兴趣较高，对园艺疗法的

活动形式也比较感兴趣，对支付一定的材料费也没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对园艺疗法的市场推广都是有

利的条件(赵聪瑜，刘佳悦，马晴，张祺祺，2020)。 
针对农科院校专业的特殊性，徐平通过介绍园艺疗法及积极心理学相关概念，分析了目前农科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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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探究园艺疗法对农科高职大学生在积极心理品质培养中的作用，为高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徐平，2019)。 
张红瑞等分析了农业院校药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有中药专业的基础，但也有农业专业的特点，可

以满足园艺治疗专业人才的需求强劲(张红瑞，黄勇，高致明，李贺敏，周艳，2017)。 
宋禹辉基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园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探讨了园艺疗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应用及效果，以期为校园园艺疗法的发展提供有益的

参考(宋禹辉，鞠园华，杨超，郑诚乐，2017)。 
梁广东等分析了情感审美理论、沉浸理论和注意恢复理论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说明园艺疗法可以使

大学生走近自然，树立积极的人生目标(梁广东，石凌云，2018)。 
实践证明，园艺疗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热爱自然和生活，促进他们通过劳动实现生命的意义，

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培养大学生积极的心理素质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取向。 

2.4. 园艺疗法的类型和干预方法 

园艺疗法根据其治疗作用和目标的不同可分为 3 类：① 社会型园艺疗法，以康复福祉的形式服务社

会，多运用于养老机构。② 治疗型园艺疗法，以医疗的形式服务患者，目标是为了尽快恢复患者的身体，

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③ 职能型园艺疗法，以复健的形式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就业能力(林冬青，金荷

仙，2009；周瑶，2014)。 
通过参与各种园艺活动，调节情绪，增加活力，发展专注力，培养准确的判断力、计划和准备能力，

评价自身行动及树立自信(吴志雄，邱鸿钟，2013)，从而提升大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总之，园艺疗

法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磨练意志，培养豁达开朗的心境，提高对心理冲突和挫折的忍受能

力(蔡小东，李松丽，2015)。 
干预方法分为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两种，结构化干预方法是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通过植物作为媒介，

以结构化的步骤来指导参与者进行园艺活动，其最常应用的方式是植物的栽培种植。非结构化干预是一

个更开放的项目，没有具体的程序，它借由与植物、园艺有关的活动，通过参与者的主动或被动参与来

改善其健康，如组织参与者去花园散步、观赏植物、远足、郊游等(冷敏敏，张萍，胡明月，周海燕，2018)。 

3. 园艺疗法的应用效果 

园艺疗法是利用绿色植物和园艺活动对人类身心的有益影响，通过体力劳动、感受自然、艺术创作

等活动，消除心理问题的治疗方法。有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具有缓解疲劳、改善情绪、促进健康等功能，

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应用日渐成熟(孙雨亮，2015；黄瑜勤，颜庆璋，2017)。 

3.1. 调节情绪、缓解压力 

研究表明，在一个人的视野范围内，大自然的绿色能够达到 25.0%时，人会心情愉悦，心理状态达

到最佳(李霞，朱笑，吕英民等，2013)。 
参与者在接触植物的过程中，通过适当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感刺激，心理问题可

以得到减弱或消除。 
李法红等(李法红，李树华，刘国杰等，2008)研究了苹果树花叶的观赏活动对人体脑波的影响，结果

表明，室外果园赏花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紧张的情绪，让人逐渐趋于平静、放松的精神状态。 

3.2. 认识自然、感悟生命 

在园艺心理疗法的实践中，有 88.64%的体验者认为园艺活动可以让自己认识人类自然生命、珍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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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尊重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规律，认识个体的自我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认识生命的生老病死过程，感悟

生命的力量；有 75.83%认为参与园艺活动，可以让自己更加关心自己、家人和集体，同时也反馈式地体

验到周围人的温暖(杨利利，丁闽江，2019)。 

3.3. 提升积极心理品质 

在与娴静的植物的交流活动中，学生从中感悟到生命的顽强，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感悟到生

活的美好(蔡小东，李松丽，2015)。帮助学生及时调整负性情绪，以乐观的心态感受生活，探求生命的真

谛(吴焰，张卫平，2017)。 

4. 园艺疗法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1. 研究起步较晚 

我国的园艺疗法及康复花园研究起步较晚，设计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李树华于 2000 年发表了《尽

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园艺疗法学科体系》(上、下)，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园

艺疗法发展的历程及现状，对园艺疗法的功效、有关支持理论以及实施的方法、步骤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提出了园艺疗法在中国推广、普及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该文章的发表使园艺疗法在中国逐步得到关注，

开启了我国园艺疗法研究的先河，陆续出现针对不同人群(少年儿童、老年人、中学生、慢性精神病患者、

自闭症患者等)的专项研究(张立均，2019)。 
诚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已近 30 年，但针对大学生的园艺疗法的研究与试验在 2013 年以

后才逐步展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4.2. 研究与实践数量较少 

以中国知网为例，关键词为“园艺疗法”的搜索结果是 757 条，而与大学生相关的园艺疗法研究的

文献总数是 19 篇，研究与实践的数量严重偏少。 

5. 结语 

简言之，园艺疗法就是利用园艺来治疗，即借由使用与绿色植物相关的园艺材料来进行园艺操作，

通过修剪美化植物，接触自然环境，开展身心方面的疾病治疗，从而达到减轻疼痛、缓解压力、改善情

绪、康复身心等作用(王玮，周武忠，2015)。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园艺疗法因集园艺学、医学、美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为一体，具有适用对

象广泛、无副作用、效果明显等诸多优点，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自然疗法，正成为人们日常医疗、保健和

养生等领域中的新宠儿(成善汉，林师森，2010；陈晓庆，吴建平，2011)。 
因此，作为心理治疗和现代医学的辅助疗法，园艺疗法被认为是最能解决情绪、精神和价值观丧失

等问题的一种有效举措(路海兰，2018)。 
但考虑到目前国内发展实际，在园艺疗法这一新兴领域的许多工作还需提升，我国现阶段应积极借

鉴美国等其他国家园艺疗法的先进经验来营造园艺治疗景观并培养此领域专业人才，以进一步引导国内

园艺疗养产业的发展(段艺凡，张延龙，2017；柳萱，石秀儒，薛群慧等，2012)。 
而针对国内高校园艺疗法相应课程和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存在的不足，张建国在《园艺疗法概论》

课程中探索性构建了传递式、分析式、研究式、实践式“四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体系，并收

到良好成效(张建国，2012)。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加和国情实际，我国今后园艺

疗法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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