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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獲得健康是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目

前臺灣已經進入高齡社會，根據調查發
現園藝活動是高齡人口在退休後最常
從事的休閒活動之一。在Stigsdotter和 
Grahn 2003年的研究提出在特定的環
境下，能帶來心情舒緩的效果，也就是
說，針對使用者的需求來做景觀設計更
能促進人體的健康。

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
是近年來在臺灣逐漸興起的技術，而
且應用在弱勢者和高齡者的案例日漸增
加。園藝治療除了安排可以增進參與者
健康的課程，再經由適當的評估方式瞭
解是否達成目標之外，園藝治療要能夠
獲得較大的效益，則必須在為參與者設
計完善的庭園中進行，這樣的庭園被稱
為療育庭園（Healing garden）或益康花
園。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者或使用者可以
有安全舒適、減壓、肢體活動、社交機
會，以及產生新思維的地方。
療育庭園設計

本場臺北分場場區內，約2,400平
方公尺的戶外空間，以高齡者為主要使
用對象，設計規劃一處可以提供高齡者
和行動不便者都可以使用的「療育庭
園」，除了平日可以做為園藝治療活動
的場域之外，亦可做為與場內各項新品
種培育或新產品開發等研發成果結合的
實物展示空間。

療育庭園需針對使用者來設計，其
設計原則分為硬體和軟體兩部分。在硬
體部分，包括不同高度的花台及遮蔭設
施─高花台適用於不能彎腰的人，較低的
花台適合讓坐輪椅者利用；除此之外，
還要有可提供安全感之圍牆，以讓較無

行為能力者在空間內安心的從事園藝活
動。軟體部分，以刺激人體五感，包括
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味覺的環境
為主，讓大腦更靈活而得到療效；可以
看到色彩鮮豔的草花，可以聽到噴泉或
鳥叫的聲音，可以聞到花的香味，可以
觸摸到香草植物如薄荷、迷迭香、左手
香等植物帶來的情緒紓緩，以體驗到各
式蔬果種植與收成的成就感，以及不可
或缺的無障礙空間。
療育庭園設計營造指標包括：
一、五感體驗區：

（一）視覺區：利用地植或花台種
植一年生草花，以鮮明豔麗
的色彩刺激參觀者及活動者
的視覺感官。

（二）聽覺區：運用噴泉製造的水
流聲音，或是蟲鳴鳥叫等含
自然元素的聲音來製造聽覺
刺激。

（三）嗅覺區：主要是利用具有芳
香 味 道 的 植 物 來 達 到 此 效
果，如香草植物，不同種類
的薄荷、迷迭香、鼠尾草等
或 是 玉 蘭 、 七 里 香 、 梔 子
花 、 桂 花 和 緬 梔 等 香 花 植
物。

（四）觸覺區：體驗觸覺的地方最
好配合園藝操作的進行和芳
香植物體驗，前者可藉由操
作觸碰土壤及種植植物，後
者則可以在觸摸植物之葉片
質感，搓揉葉片的香氣，不
僅滿足嗅覺，更可停留在手
上，由觸覺來引發更多的正
面情緒。

療育庭園營造設計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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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療育庭園必須有可供教學或活動進行之安全
場域。

▲圖 2. 療育庭園內之硬體應減量，動線筆直且少變
化之線條以植栽來進行遮蔽及柔化。

（五）味覺區：主要的體驗是來自
園藝操作區收成的蔬果和芳
香植物的葉片。

二、園藝操作及農業體驗區：療育庭園
是利用五感體驗的串聯讓參與者能
夠獲得健康，其中以活動的進行最
重要，所以社區公園不僅只考慮五
感體驗元素，設計活動讓民眾參加
更重要，動手栽培植物，感受生命
更能減少各種生活壓力，讓民眾有
獲得健康的場域，社區也會更有活
力（圖1）。

三、庭園動線規劃：具有串聯性和方向
性，並運用大自然的元素為主。

四、硬體減量：現有之硬體如硬鋪面，
利用植栽遮蔽降低其面積，或是以
植栽柔化其堅硬的線條（圖2）。

五、休息和遮陰的空間：遮蔭區運用木
製棚架並種植爬藤植物來遮蔽強
光，並做為教學或是進行社交的主
要空間。

結語
櫻櫻療育庭園在臺灣的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到，這類的庭園最大
的特色就是要實際操作園藝活動，一般
認為只要到公園散步走走便能達到減壓
效果進而獲得福祉，但實際情形並不
是；很多公園都是靜態，以綠美化功能

表1. 療育示範場域規劃原則
項次 說明

1

五感體驗區：嗅覺區（西方香藥草、東方香藥草），
味覺區（具有香味的植栽），觸覺區（植栽葉片之
質地等），視覺區（豐富色彩的植栽）、聽覺區（可
供休憩之座椅等，聆聽自然的聲音）。

2 庭園內的硬體減量，現有之硬體，利用植栽遮蔽降
低其面積。

3 庭園動線具有串聯性和方向性；並運用大自然的元
素為主。

4
庭園具有園藝操作的功能，讓使用者和植物或園藝
工作更為接近；不定時可以舉行活動。具有地植或
高植床等具有農業體驗功能的場域規劃。

5 庭園具有休息和遮陰的空間；使用空間符合無障礙
空間。

為主，使用者不能親自動手進行園藝操
作活動，便減少了肢體上的效益及更多
的心理層面的效益，如自信心、成就感
等。所以療育庭園和一般庭園或公園的
差異需要利用科學數據來證明，除了活
動在進行之外，使用前後的健康效益也
應該要進行評估，為使用者帶來的健康
福祉效益才能被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