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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馮婉儀 

註冊園藝治療師(AHTA, HKATH) 

註冊社會工作者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會長 

 

一班家長在花園裏專心地移種向日葵的小苗。 

 

突然聽到一聲：「哎吔，向日葵的幼枝折斷了，怎麼辦呢？馮姑娘，可唔可以拯

救它呀 ?」 

 

於是我便前往看看。向日葵的枝莖並沒有完全折斷，只是折斷了一半。我便取了

幼木條和膠鐵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將向日葵和木條綁在一起，讓向日葵能夠

直立並依傍在木條旁。過了數個星期，向日葵折斷的傷口癒合了，而且健康地成

長。那位家長將向日葵移種在她和她的女兒一起打造的愛心花園內，現在向日葵

已經開花了！非常美麗，天天向著太陽微笑。 

 

家庭暴力是傷痛的經歷，就像向日葵的枝莖折斷一樣；但是，只要給予時間去慢

慢療傷，最終還是會雨過天晴的！ 

 

園藝治療是透過植物散發的力量，串連起人與大自然的關係，達致身心靈的益

康。透過種植，體驗植物的生命週期，反思對人生的寓意，不少人在栽種過程中

領悟出人生道理，對所經歷的處境有新的感受。 

 

2010 及 2011 年，在和諧之家舉辦了園藝治療訓練課程，每單元包括園藝治療基

礎證書課程及園藝治療中級證書課程，共兩次單元，讓同工掌握基本園藝治療理

論和應用。 

 

祝願各同工撒播希望種子，讓服務對象感受植物的力量，重拾信心，面對挑戰。 

 

 

                                       香港園藝治療協會 www.hkath.org 

香港園藝治療中心 www.hkhtcentr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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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李玉英 

和諧之家總幹事   

 

「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是全港首項為家暴倖存者運用園藝治療輔導的服

務。三年計劃已告完滿結束，我們從中獲得的經驗和成效確實令人鼓舞。為此，

我們特別製作《「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經驗分享集》，盼與業界分享當中的

工作經驗。 

 

誠然，「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各持份者的積極參與。

在此，我們衷心感謝香港公益金為是項服務計劃贊助經費。此外，我們委任香港

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為此計劃進行檢討，令是項計劃成效獲得證明。除此之

外，我們不能忘記一群有份參與其中的服務使用者，因為他們願意撥出時間，接

受評估工作的訪問及向研究員提供意見，令此計劃的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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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之家簡介 

 

 

和諧之家是一所專門處理家庭暴力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於 1985 年設立全港

首間收容受虐婦女及其子女之庇護中心。因應服務需要，我們由單一庇護中心發

展為一站式多元化的服務，包括預防性的社區教育工作、婦女離舍跟進、婦女自

強支援、施虐者輔導、家庭暴力危機處理及兒童目睹家庭暴力輔導等。此外，和

諧之家亦透過出版書籍、地區交流、各項培訓等，將工作經驗與各專業人士分享

和交流。 

 

信念及使命 

■    我們相信每個人的權利及尊嚴均應受到尊重，並享有不受暴力、虐待及壓

迫的權利，這項人權不論在社會或家庭裡，均應受到保護。 

■    我們相信平等和互相尊重，是建立和諧家庭關係及培育家庭成員身心健康

發展的基石。 

■    我們強烈反對使用暴力操控家庭成員，並致力協助家庭暴力受害人重拾應

有的生活尊嚴。 

■    我們致力建立一個和諧、互相關懷及尊重，以及對家庭暴力「零度容忍」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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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介紹 

 

 

 

 

 

不少受家庭暴力傷害而入住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的服務使用者，在身體、精神/

心理、情緒和行為方面都受到影響；除了生理性創傷外，她/他們往往會受困於

悲傷、絶望、內疚、憤怒、驚慌等情緒，亦會出現自尊感和自信心低落的情況，

以及自我孤立的行為。有部份受創程度較嚴重的婦女和兒童更有家暴壓力創傷後

遺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的徵狀。即使沒有直接受到暴力對待的

兒童，當他們親身目睹或聽到家庭暴力發生後，亦同樣有身、心和情緒的負面反

應；例如出現失眠、發惡夢、抑鬱的徵狀，變得害怕與人接觸或過份依賴他人，

或對是非、權力和兩性關係等出現錯誤理解。有見及此，和諧之家一直尋求為家

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不同適切她/他們需要的輔導及治療模式。 

 

參考過往的臨床經驗，證實園藝治療應用於長者、老年癡呆症患者、酗酒者、吸

毒者等輔導工作均有顯著成效；配合婦女及兒童庇護中心擁有偌大園圃的有利環

境因素，我們相信園藝治療能有效紓緩受虐婦女及兒童的精神和情緒創傷。因

此，為期三年的「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便於 2010 年 5 月正式展開。承蒙

香港公益金贊助，讓計劃為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及兒童提供多元化的園藝活動，

以及建設一個具有療癒功能的自然環境。 

 

針對家暴受害人出現的身、心、情緒和行為的特徵及需要，本計劃有以下 4 個目

標 : 

1. 幫助參加者提升自尊感和個人能力感。 

2. 幫助參加者克服因家暴帶來的沮喪和心靈創傷。 

3. 改善參加者之人際關係技巧、社區參與的信心，以及對個人、他者和環境的

尊重。 

4. 為參加者建造耕作區和園藝設施，讓參加者享受到一個具有園藝治療功能的

幽美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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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匯報 

 

首年工作 

1. 邀請專業人士為機構職員提供園藝治療理論和技巧運用的內部培訓。 

2. 完成「和諧花園」第一期工程—建造耕作區及幽美自然景觀，為宿友提供一

個自耕自給的種植區和自我療癒的自然環境。 

3. 在庇護中心內一共舉行了 6 個園藝治療小組，10 次園藝治療活動。 

4. 參加的婦女合計 96 位，兒童則為 76 位。 

5. 委任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為計劃的成效進行評估和檢討。 

 

 

 

 

 

 

 

 

 

 

 

 

 

 

 

 

 

 

 

 

 

 

 

 

 

 

 

 

5 



第二年工作 

1. 持續為機構職員提供園藝治療証書訓練課程，進一步優化服務質素。 

2. 完成「和諧花園」第二期工程—建造靜思園。 

3. 先後舉行 8 個園藝治療小組及 9 個園藝治療活動，共有 123 位婦女和 91 位兒

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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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工作 

1. 園藝治療計劃經理將累積的工作經驗和心得，與機構同工分享。 

2. 完成和諧花園第三期工程—建造香草園。 

3. 合共舉行 16 個園藝治小組及活動，參加人數共計有 298 位婦女和 188 位兒童。 

4. 出版《「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工作經驗分享集》，與業界分享當中的經

驗和心得。 

 

 

 

 

 

 

 

 

 

 

 

 

 

 

 

 

 

 

 

 

過去三年合共舉辦的園藝治療小組及活動一覽表 

 

活動/參加者 婦女 兒童 合計 

小組數量 10 10 20 

活動數量 3 25 28 

受惠人數 517 355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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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培訓 

 

在過去三年，我們合共參與過 11 次與園藝治療和有機種植相關的訓練，受訓人

次高達 44 位。這些訓練不但豐富了大家對園藝治療，以及植物、土地、氣候和

環境之間關係的認識，亦提升了大家對保護環境之意識。 

 

經過不斷學習和累積前線工作經驗後，我們開始整合出一套適用於家暴受虐婦女

和兒童的園藝治療工作手法(有關內容詳見婦女/兒童園藝治療小組設計大綱)，並

嘗試用於機構內部培訓，促進機構同工對應用園藝治療於家暴受害人輔導工作的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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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兒童園藝治療小組設計理念 

 

園藝治療 

園藝治療是運用以植物為本的園藝活動，帶動當事人與植物和環境之間的互動關

係，以達至以人為本的治療功效。透過與植物和環境之間的互動，當事人將精神、

希望、期待投入其中，從而取得收獲及享受成果。治療過程除改善參與者的身心

健康外，亦讓其領悟個人和生活環境之間的關係，從而提升內在能力感。 

 

在計劃園藝治療小組時，有三個要素需要留意：一)小組內容需切合及有助當事

人的治療；二)制定的治療目標需適合當事人，使其能在樂意的情況下達成；三)

小組需讓當事人明白自己有照顧植物的責任。此外，若要園藝治療獲得成效，便

不能忽視三個治療性因素：互動(interaction)、行動(action)和反應(reaction)。「互

動」是指當事人透過活動過程，與他人彼此合作、交換心得，從而建立社區網絡。

「行動」是指當事人在治療過程中，需要實際參與，投入照顧植物和園藝活動，

透過體驗達到治療目的。「反應」則是指當事人透過觀察植物的生長變化，例如

發芽、生長、枯萎、開花等，刺激思想，從而產生改變。另外，在制定小組工作

內容時，除要考慮參加者的不同特質和能力之外，亦應鼓勵具有不同才能的小組

工作員發揮其長，透過變化萬千的園藝治療活動，達至以人為本的治療功效。 

 

切合家暴受害人需要的園藝治療小組計劃 

除了上述的要素外，工作員在為家暴受害人制定園藝治療小組計劃時，亦須特別

考慮參與者的特性(大部份家暴受害人的自我形象低落，在長期受虐下，精神和

情緒受損，除有抑鬱症徵狀外，有些甚至有/曾有自殺傾向)、年齡階段、她們對

處理親密關係的意向，以及所處的家暴轉變階段等因素，以作出相應的配合。 

 

另外，需知植物各有特定生長週期，要從植物身上

獲取治療效果，便需要與時間和季節配合。然而，

由於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和兒童只作短暫逗留(有不

少婦女在入住後不久便決定回家復合，又或在其個

案社工協助下外出租屋居住)，故此，我們在制定園

藝治療小組工作計劃時，便要將小組週期設定在 6

節內完成，以配合入住者的情況。 

 

以下，我們會借用兩個內容和特性均截然不同的婦

女園藝治療小組，以及兩個不同年齡組別的兒童園

藝治療小組，跟大家分享為家暴受害人制定園藝治

療小組計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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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園藝治療小組一 
 

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一 認識小組內容 

 

透過將植物種植到不

同的地方，學習環境會

為人帶來轉變 

 

 

為參加者營造希望感；建

立參加者與人及環境的

連繫 

 介紹園藝治療小組的內容和目的 

 邀請組員分享種植的經驗及小組期望 

 建立小組規範及約章 

 互相認識 

 介紹耕作用具、派發物資，認識如何翻

土、 

  撒種、繁殖植物 

 介紹及派發好色之途護照 

二 透過製作植物畫，分享

入住庇護中心的心

情，加強組員之間的熟

悉感 

  

創作分享使參加者建立

同坐一條船之感，以助發

展支援網絡 

 熱身遊戲 

 分享植物生長情況及個人生活近況 

 植物槌染畫 

 完成好色之途護照及分享 

三 從天然紮染中，令參加

者認識到世事未必盡

如人意的道理 

減輕參加者因婚姻困擾

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自責

及自卑感)。 

 熱身遊戲 

 分享植物生長情況及個人生活近況 

 利用天然材料將布料紥起染成不同的顏

色及圖案 

 完成好色之途護照及分享 

四 透過製作田園循環再

造紙，打破參加者對廢

棄物的看法，重新檢視

自我 

進一步減輕參加者因婚

姻困擾所產生的負面情

緒(自責及自卑感)。 

 分享植物生長情況及個人生活近況 

 到花園收集香草，然後將香草及紙漿攪拌

製作植物循環再造紙 

 完成好色之途護照及分享 

五 透過與大自然重新連

繫，重新認識自己 

促進參加者重新建立自

信，發掘自己的長短處 

 回顧童年時的種植樂趣 

 從園中揀選一些能代表自己的植物 

 製作壓花飾物 

 對「美麗」及「有用」等概念重新定義 

 完成好色之途護照及分享 

六 透過田園收割及分享

小食，鞏固參加者於小

組內建立的關係，以及

分享個人體會和得著 

進一步提升參加者的人

際關係和溝通技巧 

 熱身遊戲 

 田園共聚 

 收割農作物 

 回顧及總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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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園藝治療小組二 

 

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一 
 

認識甚麼是園藝治療 
 
營造愉快及安全之治
療環境，協助參加者為
開展治療旅程作出準
備 
 
建立小組關係與規範 

增加對園藝和種植活動
的興趣和認識 
 
建立參加者之間的互信
關係 

 邀請參加者自我介紹  
 簡介園藝治療的理念和活動形式   
 講解小組目標和內容，以及與參加者訂立

參與守則  
 藉栽種植物/進行園藝創作，舉行小組成

立典禮，例如合力創作一盆代表小組的
組合盆栽/將各自揀選的水栽植物放進
盛著清水的花盆器皿內  

 分享小組經驗 

二 藉認識植物特性、栽種
方法、生態環境與植物
的密切關係等，明白家
庭暴力如何為受虐者
的身心靈帶來傷害 
 
透過觀察/料理/栽種植
物，領悟出要獲取身心
健康必須改變/離開家
暴環境 

讓參加者明白家庭暴力
如何為身心靈帶來傷害 
 
提升參加者對改變/離開
家暴環境的決心 

 介紹幾類只適合在特定環境和氣候中生
長的花卉/香草 

 教授正確料理和培植該等植物的方法 
 觀察一些生長在不適當環境中的植物 
 分享小組經驗 

三 教導參加者鬆弛技巧 讓參加者認識如何放鬆
情緒 

 在活動場地內擺設盆栽植物；張貼與大自
然相關的禪語/勵志之言；播放大自然
音樂等，以營造舒適寧靜環境，促進參
加者的投入情緒 

 進行冥想/靜觀/呼吸練習 
 分享小組經驗 

四 教導參加者如何運用
專注力，減輕情緒壓
力，重建心靈平靜空間 

透過感觀系統體驗如何
進入忘我境界 

 在大自然環境下，運用聽覺/嗅覺感觀進
行靜觀/冥想練習 

 分享小組經驗 

五 協助參加者改善情緒
壓力 
 
幫助參加者培養積極
思想和生活態度 

 

透過短講，認識活在當下
與改善情緒困擾的關係  
 
透過感觀系統與植物聯
繫，從中體驗如何減輕情
緒壓力 
 
參加者能從正面角度理
解當下的遭遇 

 短講：當下的力量  
 在大自然環境下，運用視覺/味覺感觀進

行靜觀練習 
 分享小組經驗 

六 引導參加者為個人生
命重尋價值 
 
明白分離並非永別，學
習以正面態度處理分
離 

提升自我價值和重建個
人能力感 
 
從生態理論，明白生命或
事物縱然隨著年月更
替，但卻永遠循環不息的
道理 

 指導參加者利用廚餘製作有機堆肥  
 園藝活動：扦插/分株/移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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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園藝治療小組 

由於兒童會按不同成長階段而有不同的需要和行為表現，加上他們的自我保護能

力較低，因此，為受虐兒童提供介入服務時，往往較輔導成年家暴受害者更為困

難及複雜。故此，在制定兒童園藝治療小組工作計劃前，我們需要仔細考察個別

參加者現時處身之年齡發展階段、對事物的理解和認知能力、受虐情況和身體受

傷程度、使用園藝工具的能力等問題。另外，由於入住庇護中心的兒童人數和年

齡層難以預計，因此，在為小組設定參加者的年齡組合時，我們便將入住率較多

的兒童劃分為四個不同的年齡組別：1) 3 至 5 歲； 2) 6 至 9 歲； 3) 10 至 13 歲； 

4) 14 至 17 歲。 

 

以下跟大家分享兩個以第二(6-9 歲)和第三年齡組別(10 至 13 歲)為對象之兒童園

藝治療小組。 

 

 

 

 

 

 

 

 

 

 

 

 

第二年齡組別(6-9 歲)兒童園藝治療小組 

 

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一 

 

認識園藝治療 

 

營造愉快及安全之治

療環境，協助參加者為

開展治療旅程作出準

備 

 

建立小組關係與規範 

 

整合組員的小組經驗 

增加參加者對園藝活動

的興趣 

 

建立參加者之間的情感

聯繫 

 

增加參加者對園藝活動

的興趣 

 

強化從學習中獲取的體

悟 

 參加者和工作員自我介紹 

 簡介園藝治療的理念和活動形式 

 講解小組目標和內容，以及與參加者訂立

參與守則。 

 小組成立典禮： 

i. 向組員講解正確培苗方法和技巧 

ii. 讓組員嘗試播種/培苗工作，藉以建

立像徵性的「群體」關係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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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二 

 

藉遊戲與短講，讓參加

者認識家庭暴力 

 

藉觀察植物與環境的

關係，領會家庭暴力環

境如何對家庭成員造

成傷害 

 

整合組員的小組經驗 

提升參加者對家庭暴力

的意識 

 

讓參加者能明白家庭暴

力身心靈的傷害 

 

強化從學習中獲取的體

悟 

 熱身遊戲：請組員將會導致植物死亡/受傷

的自然現象/環境寫在咭紙上，然後貼在指

定位置 

 短講：甚麼是家庭暴力；兒童目睹家暴的

傷害 

 觀察活動：觀察一些生長在不適當環境中

的植物/花卉之生長狀況。 

 小組分享 

 

三 

藉認識植物特性、栽種

方法、生態環境與植物

的密切關係等，讓參加

者明白家庭暴力為受

虐者身心靈帶來的傷

害 

 

透過園藝活動協助參

加者釋放因家暴產生

的負面情緒 

 

整合組員的小組經驗 

讓參加者明白家庭暴力

為身心靈帶來的傷害 

 

讓參加者利用花藝盆景

創作，釋放因家庭暴力產

生的負面情緒/感受 

 

強化從學習中獲取的體

悟 

 觀察活動：比較一些生長在適當和不適當

環境中的植物之生長狀況。 

 介紹幾類只適合在特定環境和氣候中生長

的花卉/香草，以及教授正確料理和培植該

等植物的方法。 

 園藝活動：花藝盆景創作。 

 小組分享 

 

四 從觀察中領悟生命力

之強大，從而提升自我

意識 

 

利用兒童的豐富想像

力，透過與植物聯繫，

產生自我想像和能力

認同 

 

幫助兒童從實際個人

體驗中重建自信心及

自我效能感 

整合組員的小組經驗 

1. 讓參加者從觀察活

動中領悟自我意識 

2.  

3. 讓參加者透過想像

和自由創作提升自我能

力感 

 

強化從學習中獲取的體

悟 

 觀察活動：觀察園中那些生長在石隙之

間、牆角之下的植物 

 組員可隨意在花園中選取一類植物代表自

己，然後學習正確培植和料理方法 

 為植物進行迁插、移種和分株，自由地創

作一組合盆栽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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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五 藉戶外郊遊讓參加者

領悟人生生趣 

 

藉與大自然接觸，紓緩

參加者的情緒壓力 

提升參加者的自我保護

和戶外安全意識 

 

透過欣賞大自然景色紓

緩情緒 

 

讓參加者從大自然中尋

找生活趣味 

 集合  

 出發前簡介 

 點算隨團物資  

 乘搭交通工具 

 到達目的地 

六 引導參加者為個人生

命重尋價值 

 

幫助參加者明白雖然

分離是無可避免的人

生經歷，但可以積極和

樂觀的態度面對 

 

整合組員的小組經驗 

提升參加者的自我價值

和能力感 

 

4. 讓組員在開懷的氣

氛下處理小組分離 

5.  

強化從學習中獲取的體

悟 

 指導參加者利用植物和食品材料製

作田園小食 

 園藝活動：用乾花材料製作書簽 

 於書簽上寫上祝福語句，在組員間

互相送贈 

 小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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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齡組別(10-13 歲)兒童園藝治療小組 

 

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一 

認識園藝治療  

 

營造愉快及安全之治

療環境，協助參加者為

開展治療旅程作出準

備  

 

建立小組關係與規範 

增加參加者對園藝活動

的興趣 

 

建立參加者之間的情感

聯繫 

 參加者和工作員自我介紹。 

 簡介園藝治療的理念和活動形式  

 講解小組目標和內容，以及與參加者訂立

參與守則。  

 小組成立典禮： 

1) 讓組員認識正確培苗方法和技巧 

2) 讓組員一同嘗試播種/培苗工作，藉以

建立像徵性的「群體」關係 

 分享小組經驗 

二 

藉遊戲與短講，讓參加

者認識家庭暴力 

 

藉觀察植物與環境的

關係，讓參加者領會暴

力環境對家庭成員造

成的傷害 

提升參加者對家庭暴力

的意識 

 

讓參加者明白家庭暴力

對身心靈受的傷害 

 熱身遊戲：請組員將會導致植物死亡/受傷

的自然現象/環境寫在咭紙上，然後貼在指

定位置 

 觀察活動：觀察一些生長在不適當環境中

的植物/花卉之生長狀況 

 短講：甚麼是家庭暴力；兒童目睹家暴的

傷害 

 分享小組經驗 

三 

藉認識植物特性、栽種

方法、生態環境與植物

的密切關係等，讓參加

者明白家庭暴力為受

虐者身心靈帶來的傷

害 

 

透過園藝活動，協助參

加者釋放因家暴產生

的負面情緒 

讓參加者明白家庭暴力

為身心靈帶來的傷害 

 

讓參加者利用花藝盆景

創作，釋放因家庭暴力產

生的負面情緒/感受 

 觀察活動：比較一些生長在適當和不適當

環境的植物之生長狀況。 

 介紹幾類只適合在特定環境和氣候中生長

的花卉/香草；以及教授正確料理和培植該

等植物的方法。 

 園藝活動：花藝盆景創作。 

 分享小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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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目的 治療目標 內容/活動形式 

四 

讓參加者從觀察中領

悟生命力之強大，從而

提升自我意識。 

 

利用兒童的豐富想像

力，讓她/他們透過與植

物聯繫，產生自我想像

和能力認同。 

 

幫助兒童從實際個人

體驗中重建自信心及

自我效能感。 

讓參加者從觀察活動中

領悟自我意識 

 

透過想像和自由創作，提

升參加者的自我能力感 

 觀察活動：觀察園中那些生長在石隙之

間、牆角之下的植物。 

 為植物進行迁插、移種和分株，自由創作

一組合盆栽。 

 組員可以隨己意在花園中選取 1 類植物，

然後學習正確培植和料理方法。 

 分享小組經驗 

五 

藉參觀戶外農圃，讓參

加者領悟人生生趣 

 

藉與大自然接觸，紓緩

參加者的情緒壓力 

透過欣賞大自然景色紓

緩情緒 

 

讓參加者從大自然中尋

找生活趣味 

 安排野外效遊/行山/參觀農莊等活動。  

 分享小組經驗 

六 

引導參加者為個人生

命重尋價值 

 

借用生態理論，幫助參

加者明白生命或事物

縱然隨著年月更替，但

卻生生不息的道理 

提升參加者的自我價值

和能力感 

 

讓組員以開懷態度處理

小組分離。 

 指導參加者利用棄置膠水瓶製作花盆/植

栽器皿。 

 園藝活動：把在首節活動中培植的種子幼

苗移種到參加者自行製作的環保花盆內。 

 教授如何種植和護理該類植物的方法。 

 分享小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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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總結 

 

李秀珍 

園藝治療計劃經理 

 

在計劃的三年期間，我們成功興建和諧花園，並為入住庇護中心的婦女及兒童提

供有效的園藝治療小組，發展出一套切合家暴受害人需要的輔導手法。根據香港

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為計劃進行的成效評估，我們的園藝治療小組不但有效減

低婦女的抑鬱、壓力及焦慮程度，提高她們的希望和自信，亦幫助她們舒緩因家

暴引起的困擾及抑壓的情緒，並改善其睡眠和健康狀況。而評估亦指出，園藝治

療活動有效令兒童及青少年參加者感覺開懷；而 3 至 5 歲的幼童在接受園藝治療

後，其不安情緒亦得到明顯的改善，與別人的關係更有增強的跡象。 

 

除此之外，從日常宿舍生活的觀察所得，婦女及小朋友均十分享受舍內的園藝設

施。婦女們不是在耕作區悉心照顧菜圃內的蔬果，便是三三兩兩圍坐在香草園和

靜思園內互訴心情；而小朋友們除了經常聚集在無障礙花園內嬉戲玩耍外，亦因

與植物接觸的機會多了而對種植產生興趣，常常伴著負責園務工作的職員四處走

動，學習照料不同種類的植物，享受種植的樂趣。 

 

總結評估和觀察的結果，「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的工作成效是令人鼓舞的。

透過園藝治療，計劃不但提高參加者的自信及自控感，亦舒緩其因家暴引起的情

緒困擾；另外，園藝活動亦加強了參加者的合作性，以及對自己、他人和環境的

尊重。我們希望是次計劃能為業界提供參考，亦期望與同工共同努力，將園藝治

療推展至其他家暴受害人，甚或施虐者的身上，以推廣健康的家庭關係，共建零

暴力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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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和諧諧之之家家  

「「和和諧諧花花園園」」園園藝藝治治療療計計劃劃  

評評估估研研究究概概要要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 

2013 年 5 月 

 

 

「和諧花園」園藝治療計劃為全港首個向家暴受害者提供園藝治療之服務。和諧

之家希望透過研究，評估園藝治療對庇護中心內的受虐婦女及兒童之有效性。計

劃目的包括： 

 

 幫助參加者提高他們的自信心和自控感。 

 幫助參加者舒緩因家暴而引起的情緒困擾。 

 培養合作性、加強社會參與度，以及對自己、他人和環境的尊重。 

 

由 2011 年 11 月起，一項為期 9 個月的試驗計劃和為期 18 個月的主要研究計劃

相繼展開。希望透過此項研究，了解參加者的心理健康、負面情緒、希望和自信

能否得到提升。為了研究園藝治療之成效，所有參加者都會於園藝治療小組或園

藝治療活動開始之前後，填寫一份問卷（3 至 5 歲的幼兒則以藝術評估代替填寫

問卷）。根據收回的問卷和藝術創作，總共有 195 名婦女、74 名 6 至 18 歲的青

少年及兒童，以及 11 名 3 至 5 歲的幼兒參加了是次計劃。為加強了解家庭暴力

受害者接受園藝治療之個人體驗，我們不單只收集參加者對園藝治療之意見評

分，同時亦舉行聚焦小組，聽取參加者的經驗。 

 

 

婦女參加者 

園藝治療小組或園藝治療活動對成年參加者之效果最為顯著。在一個自然環境之

下進行園藝治療或活動，確能有效減低抑鬱、壓力及焦慮程度，並同時提高參加

者的希望和自信。有患抑鬱症風險的婦女，在接受園藝治療或課程之後，由 72.2%

下降到 48%。 

 

對於我們的參與者，雖然園藝治療並非能為她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但卻能讓

她們從當下的困擾及極度抑壓的情緒中釋放自己，打開心窗，從而改善睡眠和健

康狀況。據此，園藝治療令她們相信可以生活得更愉快，且成為她們重拾自信的

起點。正如一位參與者在聚焦小組中與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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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園看花，覺得我們要好像植物一樣，我們要更加堅強一點，才能有更強

的生命力和更好的人生 。” 

 

園藝經驗好比一個錨，讓她們可以拿出勇氣去面對自己的經歷，與此同時，園藝

亦為他們提供一個從不同角度去思考的機會，例如體驗蔬菜生長過程所帶來的喜

悅能暫時緩解她們的壓力和負面情緒；當下的歇息讓她們感受到自己亦可以有效

地控制情緒，從而提升自信心。 

 

參與者認為在園藝治療小組的各個單元中，以分享種植蔬菜的成果和喜悅；觀察

大自然的變化；品嚐香茶回味人生和製作工藝品等對她們特別有幫助。 

 

整體而言，庇護中心內的婦女非常享受這套治療模式，覺得在當中獲得極大得

着，故此總體滿意度達到 8.5 分 （最高評分為 10 分）；對「享受庇護中心的自

然環境」和「小組組員之間的互動與溝通」等評估問題，同樣得到參與者給予很

高評分（8.1 分）。絕大多數的參與者 （85%）都歡迎在離開庇護中心後能夠繼

續獲得園藝治療服務。 

 

兒童和青少年參與者 

園藝對兒童和青少年來說，同樣認為是一個令人非常享受的活動。初步統計亦顯

示園藝的確令他們更開懷。但是，抑鬱程度和對生活期望的水平未能有明顯轉

變。儘管如此，園藝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個在和諧之家內令人愉快的活動（10

分滿分中得到超過 8 分）。一些母親更表示孩子們都積極鼓勵她們參加園藝治

療。大多數（85％）的孩子都跟成年人的意向一樣，歡迎在離開庇護中心後繼續

獲得園藝治療服務。 

 

由於 3 至 5 歲的幼童組別不適宜以文字作為評估工具，因此，改以畫畫作為他們

表達感受方式。我們透過分析繪畫基準元素（線條質素，空間，顏色和圖像，以

及圖畫的內容等）來了解他們的情感世界。他們的作品顯示出園藝活動不單成為

他們生活中的一個正面印記，且在接受園藝治療後，他們的不安情緒也得到明顯

改善，甚至有跡像顯示，他們與別人的關係亦得到增強。 

 

是次研究工作的限制主要是欠缺對照組的參與，因而局限了我們把上述的正面評

價直接歸因於是項治療模式，然而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結果仍然令人鼓舞，我們相

信未來更可進一步把園藝治療服務推展至其他家庭暴力受害人，甚或是施虐者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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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使用者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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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兒 

 

上年的 12 月，是一個令我難忘的日子。已經折騰了整個晚上，還要帶著兒子從警察局走到約定的

接人地點，當時因為累得很，所以也顧不了儀態，一股腦兒蹲在街上等待庇護中心的人前來。入

到庇護中心，已是早上六點多，我與兒子看著周圍陌生的環境，就像兩只受驚的鳥，而我還要保

護著他。我累到不能說話，整個人虛脫得像沒有靈魂，可是當鐵門打開的那一刹，映入眼中的盡

是花花草草，印象最深應該是通向行政樓兩旁的花和草，像是友善地對我點點頭，此刻心裡頓時

好像注入溫暖，讓我想起了兒時的環境一樣，滿有安全感。辦好了手續，終於能安心地睡一覺了。 

 

就這樣住了一段日子。對於夫家那一邊，我實在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最悲哀的是我覺得自己好

像活在黎明前的黑暗裡，一直等，但不知道要等到什麼，也不知甚麼時候才能看見黎明和希望。

當心還在糾結的時候，聽說宿舍內有個園藝治療，開始聽到這詞的時候覺得不靠譜，但基於對社

工的信任，於是湊上熱鬧去了。從第一次報名參加，到最後竟變成「盼望這活動再一次接受報名」。

我沒寫日記的習慣，記性有點退化，可是我能記住上過的課程內容，因為它能融入到心裡邊去。

其中有一堂課，讓我們挑喜歡的植物，我挑了黃色的小菊花，是因為顏色溫馨，讓我有歸屬感，

當然，還有它怡人的香味吸引我。不知道選擇了它代表了我什麼，但我知道那一刻它讓我心裡面

平靜，讓我感覺到生命的可愛之處。後來在堂上我也選擇它做了個香包。在製作的過程裡，我想

起了我媽，我知道家裡人很擔心我，但我將在眼裡打圈的淚水止住，然後吞到心裡去，我告訴自

己要像植物一樣堅強地活下去，因為風雨的來臨不代表死亡，它只是對生命的考驗，能跨過了就

會變的更強，就能看到第二天的陽光。如果懦弱地生活下去，隨命運的擺佈，別說對孩子，連自

己都照顧不好，還能給孩子幸福成長的愛嗎？婚姻失敗？我現在不知道什麼叫失敗，只記得這樣

一句說話“當愛情缺席的時候，學著過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當情人那樣，好好寵自己”。我相信

不快樂的時候總有，但只要你學習放下，用一顆努力走下去的心，那麼，人生就會好像秋天裡的

花一樣，凋謝後，來年的春天會再開花。在此感謝李姑娘在每一堂課給予引導與指引，她不是告

訴我們怎樣去面對困境，而是輕鬆閒聊關於園藝的一切，讓你回到最有安全感的回憶裡去。啟發

我們珍惜生命活在當下，婚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人生本來就是一道選擇題，如果你苦惱的時候

選擇一個人過，而我則會選擇園藝治療，因為它讓我想起生活裡最簡單的事情———笑著活下去。 

 

我跟孩子已搬離宿舍，現在家裡依然種植植物，它每天釋放氧氣，給我精神，給我力量，同時帶

我走過悲傷的歲月。 



天晴姊妹 (訪問員：李秀珍) 

 

據天晴說，她 10 多歲便已在鄉間下田種菜，因此，當知道宿舍內建有耕作區，

可以讓宿友們「自耕自給」時，她感覺興奮。她自豪地說：「我以前細細個就要

喺鄉下種禾、種豆、種花……都種過好多嘢囉！」當問到她在宿舍內種了些甚麼

時，她即如數家珍地說：「我喺宿舍種過苦瓜啦、芥菜啦、菜心啦、通菜…..仲有

蒜仔！」「種瓜同種菜都收成咗兩糙囉，不過，而家第三糙收成唔到就要走，心

情都有啲唔捨得……」這時天晴忍不住用手揩拭正在從眼角流下來的淚水。她續

說：「無啦！而家要走，所以都交咗俾亞某某打理啦！」「植物都有生命，自己日

日照顧佢哋，我相信佢哋都會唔捨得我。」雖然現在已交了給別人打理，不過，

據知她現在仍然每天獨自前去「看望」自己的「心血」。 

 

在短短的訪問中，從天晴的情緒由喜樂、自豪，繼而轉到失落、不捨，當中的「起

伏」，讓筆者感受到天晴的感情已隨著她雙手所插下的幼苗，深深地植根在宿舍

的「土地」裏。因此，筆者遂向天晴提出一個建議：離開宿舍之前，為她舉行一

個簡單而隆重的「田間惜別禮」。天晴聽後，面上的笑容又再一次如花地綻放。 

 

 

錦絮姊妹 (訪問員：陳敏琪) 

 

經歷家庭暴力後，錦絮鼓起勇氣入住庇護中心。雖然面對婚姻破裂，但她仍努力

工作，自己養活自己。可是，如何努力，仍避不開前夫的纏擾，更甚是她再一次

受到嚴重傷害。那次出院後，錦絮沒辦法繼續工作了，每日只能留在庇護中心內。

失去工作的寄託，加上身體上的傷口，令她顯得悶悶不樂。在出事前，錦絮亦會

間中參與有關園藝治療的小組，但因為當時需要工作，故很少會參與額外或延續

性的園藝活動，例如種菜、打理盆栽等。在休養期間，空閒的時間多了，她便開

始參與其他園藝活動，以及在花園裏種植不同種類的蔬菜。錦絮每天用心打理它

們，久而久之，這變成了她的精神寄託。錦絮笑言：「當初只是想藉著種植，令

自己放鬆心情，鍛鍊一下身體，後來看見植物一天一天的長大，自己對人生的希

望亦在增加。看著它們可以堅強生長，便偶爾會想，我也能活得更好！」 

 

錦絮起初是因為悶，所以想找個寄託，但現在：「我發現種植的過程令我變得開

心。其實，中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但當中有不少的活動都是要與其他人合作，

而我又很擔心其他人見到我的傷痕會怕了我；但園藝活動，多數可以自己完成，

又可以與其他人交流一下心得，我覺得這種活動方式比較舒服。如果中心將來再

有參觀農場的活動，我希望可以繼續參加，四處走走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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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維姊妹 

 

入住庇護中心初期，自己的精神狀態不大穩定，內心懷著恐懼、焦慮和徬徨等情

緒。所以，當初李姑娘邀請我參加園藝治療小組時，自己的興趣真的不大，不過，

經過一連串的學習和親身體驗之後，才發覺原來園藝治療確實具有奇妙的力量。 

 

記得在第一課裏學習界水仙頭和培植水仙花。因為自己對種植完全不懂，故此完

全無信心。不過，當照著教授的方法每日給它換水；把它放在太陽底下吸吸陽光，

久而久之，我竟然不期然地對那盆水仙花生出盼望。希望它可以生發出多點芽

苞，到芽苞生發了，又會希望它可以長出茁壯鮮艷的花朵。在過程中，由期待，

到收獲，我完全體會到人生原來充滿希望。 

 

現在我已經離開庇護中心，不過，由於新居的窗外對著一遍山景，所以，我會間

中坐在窗前觀賞日出和日落，細看花開和花謝。因為明白到生命循環早有定律，

所以，「隨緣、放下和活在當下」已成為我的人生座右銘。 

 

 

 

 

 

 

 

 

 

 

 

 

言靜(11 歲) 

 

對於參加園藝治療小組，我覺得很開心。在活動中，除了可以學到栽種植物的技

巧外，我還認識到植物可以綠化環境的功效，以及領會到可以令人心情變得快樂

等等……我現在很喜愛植物，你們也喜歡植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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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訪問員：陳敏琪) 

 

美艾因為經歷家暴，被迫帶著 10 歲兒子入住庇護中心。「一個女人帶住個仔，自

己乜都唔識，當時真係覺得好徬徨！」與很多家暴受虐婦女一樣，美艾都有類似

的心態。對於美艾來說，沒什麼比兒子更重要。由於兒子生性內向，所以，雖然

他與母親的關係尚算親密，但他仍是不太願與他人接觸。入住庇護中心期間，美

艾與兒子都參加過不同的園藝治療小組。美艾發現原來兒子對種植有很大興趣。

由於要學習照顧植物，兒子開始願意與人接觸，有時甚至會主動向人請教有關園

藝的問題。隨著面對的生活困難逐步得到解決，加上看見兒子愈來愈開朗，美艾

的心情才慢慢放鬆下來。美艾對於兒子有這個興趣不單止不表反對，她現在更會

經常鼓勵兒子要負起照顧家中植物的責任，希望藉此培養兒子的責任心。美艾笑

著對筆者說：「種植令我哋嘅溝通話題多咗好多。」 

 

 

 

 

 

 

 

 

 

 

 

 

 

 

賀維(9 歲) (訪問員：陳敏琪) 

 

賀維是美艾的兒子。當年，他因為母親遭遇家庭暴力威脅，以致被迫暫時停學。

性格本已內向的他，頓時變得更沉靜。不過，尤幸賀維在庇護中心社工的鼓勵下，

願意嘗試參加舍內舉行的兒童園藝治療小組活動。在活動中，他認識了幾位年紀

相若的好朋友，自此便變得主動和開朗。現在他培養了種植的興趣，在宿舍時已

擁有不少盆栽，離舍時便將它們帶到新屋繼續栽種。由於早前回鄉探親一個星

期，之後發覺家中的植物有不少都枯萎了，但賀維對種植仍然抱著信心。他現在

不停向母親撒嬌，要求母親再讓他買些小盆栽回家打理。家訪的時候，筆者帶了

一盆組合盆栽作為禮物，賀維看見了大為開心，拿著它不停地觀賞，又不斷向筆

者了解有關照顧那些植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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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分享 

李秀珍 

過去三年，我們積極地在庇護中心內發展園藝治療工作，目的是要尋找出一套切

合家暴受害人的輔導手法。由對「園藝治療」毫無認識，至今天可以自信地與業

界分享我們的成就，過程中，確實需要付出不少努力和敢於嘗試的勇氣。在同事

們的共同努力之下，此計劃不單達到預期工作目標和成效，還獲得好些意想不到

的收獲。 

 

在投入有關計劃的工作後方發現，原來庇護中心內不少成年婦女，曾在內地從事

農耕工作，對植物和種植方法認識廣博。相反，由於工作員對種植本是一名門外

漢，故此，當遇到不懂的地方，便要經常向她們討教。教人驚喜的是，在婦女給

予工作員「提點」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好些平日總是低著頭不願與人交流的婦女，

竟在談及與植物有關的話題時，可以口若懸河，滔滔不絶，那股失去多時的自信

一下子又在她們的面上綻放。三年裏，我們參觀過不少本地的有機農莊，每當看

到農莊內的植物時，她們便不期然返回兒時的天地；她們會告訴你，昔日如何幫

媽媽燒柴打水，如何幫父親下田割菜，如何趕牛上山，如何爬到樹上摘桑子等趣

事。由童年生活勾起的愉快回憶，讓講者重拾生活樂趣之餘，教聽眾也心懷暖意。 

 

由於整個計劃滲入有基耕作概念，故此，工作員與同工們需在計劃開展初期，積

極惡補有機耕作的知識。經過一輪學習和實戰之後，我們現在終可教導宿友自製

有機肥料，甚至利用廢棄物料製作環保花盆。當參加者從觀察花園的佈置和參與

小組活動中領略到「廢物也能成大器」這個道理後，他們會對自己重新作出評價，

自信心和自我價值亦隨著時間慢慢重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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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汝瑛 

曾經協助宿舍社工跟宿友開園藝治療小組，與宿友一起種菜，製作壓花畫、盆景、

香囊等，發現許多宿友都很有藝術天分，很多製成品都很漂亮，很有特色。種花

種菜，她們也比我懂得更多。故此，我在小組的工作只是一個鼓勵者，鼓勵她們

欣賞大自然，鼓勵她們多作嘗試，鼓勵她們多欣賞自己。期間，不少婦女憶起她

們從前在鄉間的經歷，回憶耕種的辛勞和成功感。記得一位婆婆，是個種植高手，

她教導大家如何種菜，如何施肥，大家都認真地向她學習，婆婆表現得十分自豪。

另外，有一位婦女，製作了一個很美麗的盆景，盆景中有她和兒子，她希望與兒

子能夠擁有一個快樂的家庭。也有不少平日很沒自信的婦女，她們對於製作小手

作，很有心思，完成後得到很多宿友和職員的讚賞，她們臉露喜悅，但又帶點尷

尬。 

 

家庭的創傷不但令這班婦女失去了「家」，更重要的是，她們失去了自信心，失

去了生活的動力和盼望。園藝治療連結了人與大自然，讓人在大自然中重拾生命

力，感受生命的起伏，尋找希望—「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們的園丁—薇姐 (訪問員：李秀珍) 

 

可能是自少生活在郊野地方，故對於

在猛烈陽光下的戶外環境工作，薇姐

自言沒有太大問題。不過，每天與植

物為伍的生活裏，她察覺自己的心情

和感受與任職宿舍職工時有很大分

別，例如由培植幼苗的一刻開始，她

便會帶著冀望，每日留意著它們的生

長情況，每當看到它們長大和有所收

成時，內心的滿足是難以言喻。當然，

相對地，當看見它們無緣無故枯萎時，內心也難免產生一份難過。不過，從另一

個較為正面的角度去回顧過去的園務經驗時，她不諱言自己得到很大收獲，例如

對植物的種類和種植方法多了認識，個人自信亦因而增加；現在會「行到邊留意

到邊」，所以較以前多了留意身邊植物，自己亦變得更主動地與人接觸。 

 

由於宿友們都視她為種植專家，因此，不論大人或小朋友都總愛走到花園中跟她

聊天，向她請教種植方法。不少宿友甚至在離舍前，都會要求薇姐讓她們從園中

揀選一些喜愛的植物，然後帶回新居栽種。當看著宿友們，因為從園藝中重拾信

心和盼望，以致一張張原本愁容滿面的臉孔漸漸變得寬容開朗，薇姐更加肯定自

己的工作充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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