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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常态化园艺疗法对大学生身心调节应用初探 
敬珂宇  尹红梅*  张翌笛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本文就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园艺疗法对大学生身心调节进行研究应用，发现园艺疗法对大学生身心调节的积极作用，探索
出几种调节大学生心理的途径和方法，并进行了实践探索，总结出一些积极经验，并加以推广，为疫情防控下的高校教育提出有效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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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人们的正常生活发生陡变，不论生活还

是社交都不同程度受限，生活的有序性被混乱所替代，未来生活的

不确定性，学习生活的单调性，过量的疫情信息等，这些因素皆导

致了消极情绪及行为问题。 

2.新冠疫情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 
2.1.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大学生是一个数量巨大的特殊群体，据教育部最新统计，全国

高等教育在学规模 4430 万人，学生年龄大多在 18-25 岁之间，青

春期效应还未结束，大学生的心理具有青年中期的许多特点：动态

的、交织的、复杂的，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不能完全等

同于社会上的青年。 

2.2.新冠疫情对大学生心理产生的消极影响 

自新冠疫情发生并随之常态化、严格化、网格化防控，加之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重大影响，焦虑问

题逐渐凸显，大学生群体中的焦虑发生率为 10%～38%,其中，中重

度焦虑约为 5%。[1]疫情作为一次重大事件，其突发性、高传染性给

个体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影响是可预料的，如何减缓这种影响，实

现大学生的心理“复位”和人生“升华”也是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 

2.3.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生心理状况调查 

本调查共参与答题人数 546 人，受调查者均为在校大学生，其

中男生占比 37.9%，女生占比 62.1%；结果表明：20.7%同学封控期

间出现了情绪波动，主要原因有生活及学业现状的压力、担忧，以

及返校后对封闭管理的不适应，其中对身心产生影响占 44.6%，影

响学业导致学习兴趣、专注力和学习效率明显下降占 67.3%，并难

以进入理想学习状态。同时，综合男女生反馈，男生表现出较明显

的烦躁情绪，并常通过游戏等手段进行宣泄，女生多表现出敏感、

失落和焦虑情绪（表 1）。 

 
问卷结果分析还显示：大多数同学能较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

心理状态，轻度焦虑情绪也属于正常现象，不会严重影响到身心健
康；但是在家上网课学习效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持续不能出门造

成负面情绪的情况需引起注意。 
3.园艺疗法的应用意义及学生认知 
3.1.园艺疗法的应用意义及优势 
园艺疗法衍生于园艺学，是利用植物栽培与园艺操作活动从其

社会、教育、心理以及身体诸方面进行调整更新的一种有效方法。
园艺疗法有消除不安心理与急躁情绪，培养创作激情、忍耐力与注
意力，增强责任感，树立自信心，提高社交能力，增强公共道德观
念，刺激感官强化运动机能等作用。[2]该方法在大学生身心调节方
面显示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潜力。 

基于上述新冠疫情背景及园艺疗法的特点，笔者选择南京林业
大学开展课题研究（典型农林类院校）。学校现有在校大学生三万
余人，南京林业大学是以林业学科为特色，以资源、生态和环境类
学科为优势的多科性大学，该校园艺专业实力强劲。近年来围绕园
艺疗法方向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及疗愈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 

本研究中，笔者所在团队分析了园艺疗法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对恢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评估了其作用效果和应
用前景，以期为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和大众心理健康疗
愈中的应用提供案例参考和数据支持。 

3.2.园艺疗法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现状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防控状态下，有 77.3%的同学表示对自然

生命和自身健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64.0%的同学强烈表示想要近
期接近大自然。线上学习期间，65.4%的同学在家有过养护绿植的
经历并给予明显正向反馈，58.3%的同学认为，植物栽培类活动可
以舒缓压力，在平静心绪之余还能主动学习更多植物知识。 

数据表明很多同学虽不了解园艺疗法，但大多对植物和自然生命
科学具有浓厚兴趣。参与调查者普遍有与植物相关的活动体验经历，
比如水果美食拼盘、植物微缩景观、插花和干花的制作等。同学都直
接或间接接触过园艺疗法，并认同校园是能够有效实施园艺疗法的现
有平台，比如在宿舍养护绿植，校园内的绿化欣赏，加入相关兴趣社
团等，可见园艺疗法在大学校园内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较高。 

4.实践活动内容及实施 
笔者所在团队设计并实施了 4 项园艺疗法疗愈实践活动，开展

线上线下两种类型。主要活动对象是农科专业学生及小部分其他专
业学生。农科相关专业学生培养与植物密不可分，已经具备比较扎
实植物知识基础如育种方法、种植养护方法等，反馈效果会更加具
体化、高效化。具体活动类型及活动时间见表 2。 

表 2. 园艺疗法活动及效果 

表 2. 园艺疗法活动及效果 

活动类型 参与人数 活动效果特点 

“同心诚勉” 感恩医护人员插
花活动（线上） 

100 结合当下热点及社会背景实施，活动的情绪反馈、情感联系作用最明显 

“金秋佳会”蔬果拼盘活动（线
下） 

18 时长 3 小时，直观反映园艺疗法在短时间内也起到明显作用，旨在通过不同途径来参照对比
探寻园艺疗法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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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碳行动”云种树（线上） 50 主题与时俱进，以新的视角寻找园艺疗法与大学生群体情感要素的联动 

“老少共谊 花艺献礼”纪念建
党 100 周年插花实践活动（线
下） 

60 活动持续近 2 日，最终进行成果展示，活动呈现效果最佳；发挥园艺疗法本身的特点（历史
传承、知识普及等），给参与者平台与实践空间，不仅深化活动效果，同时在过程中不断激
发对时代的主动性思考 

4.1.案例分析 
本调研对我校园艺专业的学生进行了系统调研，并采用问卷调

查的形式。问卷共发放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女生 65 人（占
74.7％）男生 22 人（占 25.3％）。江苏省内学生 40 人（占 46.0％），
非省内学生 47 人（占 54.0％）；调查以问卷的形式现场答卷，题目
为开放型。 

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个人参与度，同时学生能够更系统地学习相
关专业知识，活动主要效果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调查结果如表 3） 

（1）情绪的正向调节 
分析结果显示 24.1％的学生在回答中提到针对情绪有正向调节

的良好功效，有同学特别强调活动调和了紧张的考试周生活节奏以
及封闭生活氛围，适时为学生提供了表达积极生活态度的平台，说
明活动对于大学生总体的情绪正向调节有明显向好趋势。 

（2）人际关系的改善 
园艺疗法在心理方面改善状况常体现在生活的人际关系处理

中。统计显示，27.6%的学生在反馈中提到该活动的实施促进了人
际交往的改善。反馈中显见园艺疗法构建了交流的情感媒介。江苏
省内学生提及占比为总人数的 70.8%，分析认为在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工作节奏快，易欠缺沟通。活动提供了交流机会和互动平台，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人际关系 。 

（3）植物优势辅助调节 
园艺疗法的本质即植物本身，其具有天然绿色的治愈性，也是

心理治疗时常常采取的辅助治疗措施。问卷统计有 24 人提到“植
物特性的疗愈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提到该主题的学生分布
集中在南方地区，这与南方地域气候湿润，具备丰富的自然植物植
被资源有密切联系。另外，植物辅助调节中包含了芳香疗愈：食用
类芳香植物中包含有冲泡茶饮类、果蔬植物及调味类，对食品的制
作过程，对观赏类芳香植物例如季相闻香期的相应植物（薰衣草、
薄荷、茉莉），或是对空气净化类植物的探究（香樟可增加围合空
间中的负离子含量，夹竹桃对空气净化有显著效益）[8]，均可以丰
富园艺疗法的实践，激发受众对于植物价值的思考。 

（4）自我价值的认可 
作品呈现给参与者的满足感与自我价值认可度的提高，是该疗

法所具备显要且特殊的属性。收到该项反馈有 15 人，其中 9 人来
自江苏省外。在园艺疗法相关课程的课程实施后，对省外学生产生
了相对明显效果，推测与江苏省长期施行涵盖了美育培养的教育体
系有关（参与相关活动相对多），使其余省份学生在反馈中会更明
显表现活动对于情感价值与自我价值的提升。 

4.2.活动比较分析 
园艺疗法无论是作为持续性还是短时性活动，都是一类比传统

心理健康教育手段更易进入大学生生活的有效疗愈手段。 
后续调查发现，农科学生在熟识植物特性后，更懂得如何运用

植物特性与作品立意相融合，其中 89.2%认为植物也有其独特的情
感和语言、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农科学生有 61.2%在活动
中融入了历史、文化元素。故无论专业如何，学生都能在活动中对
植物的生长发育和生命的珍贵产生更深的理解。 

大学生对于此类园艺活动并未出现排斥或无感等现象。有
85.1%的学生在完成活动后想要把类似活动推荐给他人，并且反馈
期望此类活动可增加举办次数。  

5.活动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启示 
综上所述，园艺疗法在大学生身心调节,恢复大学生心理健康等

方面显示了重要作用。绿色世界对人们大有裨益，与绿色空间相处，
以园艺处方代替药物疗法的新思路逐渐流行，有利于缓解心理健康

问题，也有助于应对慢性疼痛。绿色空间能作为有安全感和温和的
起点，实践能让感知活跃起来，这是内心与世界交流的途径，也是
情感寄托的载物。放松及自我更新能促进社会互动，不仅有利于身
体，同时有利于精神。 

本研究为园艺疗法的发展性研究提供案例参考和数据支持的
同时，也进一步筑牢了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
康防线。本研究还提示：在高校课程设置，大学生通识教育、专业
教育等方面，应强化生态意识，提升学生及大众的审美情趣。在设
置相关课程时，应针对大学生中对于植物认知专业程度的不同来划
分附加性的治疗措施。非农学类专业学生的疗愈途径侧重于营造
“绿色生态空间”作为学习生活之余缓解紧张情绪的精神领地，而
农学专业学生已有生态学知识储备，应更注重于培养学生对于生态
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实施途径例如：设计土壤污染净化的实验，
利用植物吸收不同污染成分的特性，来改善环境，保护环境。不仅
提高农学类学生对于专业学习的热情，同时深化明确掌握专业性对
于优化环境的意义。 

6.结语 
实验数据表明在疫情防控背景之下，当社会群体面临部分由不

可抗力产生的影响时，园艺疗法可以作为一种便利有效的自我调节
途径，并在自身受益的同时让身边的人也能接受这种新的形式，在
户外实践受限时协调改善身心健康。同时加强园艺疗法软、硬件建
设，加强园艺行业与医疗行业的交流合作，是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推动园艺疗法参与人类心理健康建设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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