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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园艺疗法是近些年引入国内的一种新兴交叉学科，通过人体参与园艺活动实践，对人的多感官产生刺激作用，

达到一定的心理康复和疗愈作用。文章基于当代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园艺疗法在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

方面的作用，以期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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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艺疗法

简单地说，园艺疗法就是人体通过参与园艺活动（欣赏

植物美景、植物种植、插花、压花）等，对视觉、听觉、嗅

觉、触觉、味觉等产生刺激作用，以此消除人的不安心理与

急躁情绪[1]。是艺术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一种治疗方式。这

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2]，涉及植物学、设计学、临床医学、

园艺、林业、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哲学

公共教育学、社会福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3]。目前，园艺治

疗的实践操作主要服务于住院病人、精神病人、多动症儿童、

残障人士、药物滥用者、失智老人等[2]。

2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2.1 心理健康的界定

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心

理健康的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的环境，具有完整地个性特质，

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

调控能力，心理能保持平衡协调，能适应社会。评估一个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关注其个人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

调控能力、社交能力和康复能力等[4-5]。

2.2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大学是人一生中心理发展变化最活跃的时期，是人生

观、价值观、信念形成稳定的关键时期。美国新精神分析学

说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认为，在 18 -25 岁，

人格发展的主题是亲密与孤独，即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

[6]。在大学时期，通过参与团体活动，增强与他人的交际交

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无疑对人一生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

的。

然而，大部分高职学生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某些

不良的心理倾向、轻微或局部心理异常在高职学生中具有普

遍性。高职学生正经历青春期向青年期的过渡时期，和同龄

人一样会面临发展性问题，比如：求学就业成才的困惑、人

际交往和亲密关系的受挫、性和恋爱引起的情绪波动、原生

家庭等。研究显示：二年级学生的心理状态较佳，显著高于

一年级以及三年级，存在较少的心理问题。一年级学生主要

是面临适应问题，三年级学生主要是面临就业压力[7-8]。另外，

互联网的发展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到了学生的心理健康，轻

度焦虑、抑郁也是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常见问题。

相较于本科院校的学生，高职学生还普遍存在自我认识

问题。表现为自信心低、自我认同感低等情况。社会对职业

教育价值弱化的误解，不少人认为职业教育是低层次教育，

这使得高职学生中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全面认识职业教育，觉

得自己不如本科学生，认为自己学习能力不强，不能正确地

评价自我，不能调整期望值偏高与现实状况的反差，从而产

生自卑心理，影响自己的潜能挖掘和发挥[9-10]。

3 园艺治疗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作用

与传统的心理治疗相比，园艺疗法强调以人为本，在整

个园艺生产和参与过程中弱化心理健康问题，强调人与植

物、大自然以及合作同伴之间亲密关系的建立，从而达到帮

助治疗对象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世界的目的。具体表现在

以下 3 点：第一，自然性。与物理疗法或化学疗法不同，园

艺疗法是一种自然的疗法，人们主要是通过植物或者参加一

些与植物相关的活动，相较于人工环境，接触自然环境具有

更好的健康促进效益。第二，多样性。园艺疗法在服务对象

上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其不一定是针对某种患者，对于亚健

康与健康人士同样适用。第三，经济性。园艺疗法不需要大

量的资金投入，只对园艺植物进行简单布置就可以使人体达

到不错的养生效果[1]。

园艺疗法对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促进效益首先是改

善情绪。研究发现当视野中的绿色大自然达到 25.0%时，人

们的精神舒适，心理达到最佳状态[11]。黄晓旭等人的研究表

明，园艺疗法干预后心里健康 SCL-90 量表各因子显著低于干

预前，尤其是在抑郁和焦虑情绪方面、人际关系等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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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生可以在参与园艺活动的过程中，通过适当的味觉、

嗅觉、触觉、听觉等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和植物的微观世界，

从植物各异的色、形、味中发现世界万物的丰富多彩，从而

中舒缓情绪。

其次，园艺治疗有助于高职学生提升自我认知水平、提

升自信。已有研究表明，园艺治疗在认知方面具有促进作用。

在学习植物繁殖、插花等园艺技术和方法的过程中常会唤起

学习者的好奇感，使其主动学习并掌握新的概念、知识和技

能。而且园艺活动的开展过程往往也是学习者自己做出不同

程度的决策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发挥解决困难的能力。另外，

园艺治疗所涉及到的园艺实践项目都是精心设计，会选择那

些能保证让参与者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活动，让参与者能

感受到自豪和成就感，继而引发自我效能的改善。

最后，参与园艺活动是集体活动，通过人际互动，可以

提升高职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降低压力水平。园艺治疗可

以被看作是一种变相的团体辅导，以园艺活动为话题，促进

参与者轻松自然地交流，由共同的话题产生共鸣，改善沟通，

培养与他人的协调性，学会与他人相处的技巧，提高社交能

力。

4 结语

在当前大力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运

用园艺治疗提升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一种经济而有

效地尝试，园艺治疗可以作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

新方向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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