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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課程報導 

花好躍園──活到老、學到老、玩到老 

張众瑾1 

 

一、我與「老化與生活學分學程」的結緣： 
 

上了大學之後，在服務學習課程的因緣際會下，到醫院的老年科病房當志工。

在那之後發現自己喜歡聽長者說他們自己的故事，加上漸漸地對高齡領域有了些

許認識，因此想要更了解高齡社會的種種。即將升上四年級的暑假裡，信箱中跳

出了一封來自老年所、讓我極感興趣的信件，標題寫著「跨領域老化與生活學分

學程」，內容包含了高齡者的食、衣、住、行、育、樂等主題。在考量時間及比

較課程內容後，決定選修「高齡者的樂活與休閒」這門課。 
 

在「高齡者的樂活與休閒」的每堂課中，主開課的范聖育老師邀請不同校系

的老師來分享針對高齡者設計的活動，包含運動、動腦、劇場、音樂、園藝等，

每堂課下來，總覺得大開眼界、收穫滿滿。其中讓我印象最深，也最喜歡的是陳

麗光老師講授的「園藝活動於高齡者的應用」這堂課，讓我體會到植物的神奇魔

力──帶來個體對生命現狀的超越、飛越。那是一個昏昏欲睡的下午，拖著些微

疲累的身軀走進教室裡熟悉的位置坐下，掃視了教室一番，發現眼前桌上多出了

好幾包不曾看過、也不預期應該出現在教室裡的園藝材料。這讓我眼睛一亮，也

開始想像接下來的課程，我們會用這些材料創造出什麼故事。 

 

二、感受綠色療癒力量，發現生活中的美好 
 

麗光老師活潑開朗的聲音喚醒我無數快要進入昏睡狀態的腦細胞，「今天有

來上這堂課的同學會覺得很值得喔！」老師一邊點名認識大家時，邊這麼信心滿

滿的說著，這讓人更期待了呢！緊接著進入這堂課的第一個活動──蒐集周遭形

形色色的葉片。在教室坐了整個早上的日子裡，能有這樣活動身子的任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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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不過了。在蒐集的過程中，我這才發現：自己天天上課會路過的醫學院門口

以及走到地下一樓餐廳時會穿越的「定思園」中，原來充滿了種類如此豐富的植

物，而且這些植物的葉子各個充滿特色，圓的、長的、不規則狀的、大的、小的，

每一種都有它的可愛之處。聽聞班上甚至有同學在短短的 20 分鐘內，竟能蒐集

到 40 多種的葉片，令人感到驚奇，也讚嘆自然界的多元。 
   

透過這樣跟組員一起蒐集葉子的過程，不僅能透過雙眼發現身邊具有療癒效

果的綠色植物，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跟組員有更多互動、增進感情。對於高齡者而

言，我相信也能達到類似的效果，如果能有這樣的活動，讓他們探索身邊的事物，

發現環境中其實充滿著如此多樣的植物，相信能再次喚醒他們對生命力的想像。

看著這些色彩、型態多變的葉子，對於邁入人生末段日子的長者，這何嘗不是一

種帶來希望的體悟──生命不論到了哪個階段，仍獨一無二且值得細細欣賞。 

 

 

圖說：從醫學院各處蒐集來五彩繽紛、各式各樣的葉片，仔細一數，我們小組竟 

      找到 29 種！ 

 

彼此分享完蒐集到的葉子後，老師發下地瓜葉，一開始我以為是要讓我們種

地瓜葉，但當老師再接著發給我們彩色筆後，才知道這是拓印創作時間，好特別

的題材啊！對我來說，地瓜葉原本只是拿來吃的呀，沒想到它也可以拿來創作。

當下我腦中便浮現了一個想法：這葉子尖尖的部分剛好可以當老鼠的嘴巴，只要

再加上一對耳朵、幾根鬍鬚，就成了一隻可愛的老鼠。老師剛好又問「誰需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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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於是我接著再用那小搓香菜印出粉紅色的花朵樣子，我想像自己是那隻

小老鼠（剛好我也屬鼠），看著香菜拓印出我最愛的粉紅色花朵，心情也美麗了

起來，就跟課堂當時那一個下午「拈花惹草」的感覺一樣，是很美好的！ 

 

三、漸老，想像力仍是你的超能力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也不斷想起小時候的畫面----一個幼稚園小女孩坐在桌

前，將各式各樣的顏色揮灑在白色的圖畫紙上，隨心所欲的發揮，即使手上、臉

上都沾滿了顏料。「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力」---有句廣告台詞是這麼說的，但

常常，我們會覺得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充滿了想像力，而當年紀漸長，這個超能力

是不是漸漸消逝了呢？在今天課堂創作之後，我發現其實它一直藏在我們心中深

處，等待著有一天的再度發揮！邁入老年後，常會因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自我

限縮，變得只有固定的生活形式，生活圈也容易局限於家庭周遭，如果能給長輩

們從事創作活動的機會，因為創作是沒有答案、可以無限發揮的，在這樣的過程

中，或許想像力帶來的超能力，能讓長者重新找回自信、發現自己的價值。創作

也可以是一種表達情緒的方式，透過這樣的過程，讓他們的情緒得以恣意抒發，

就如同我在這堂植物的課程中再度得到美好感受一樣。在晚年，能於園藝活動中

盡情表達自己，躍然於花草之間，將自己的身、心、靈層面更加提升，強健身體

並同時有心靈層面的面對或滋潤，也可以算是在此生命階段，達到「花好躍園」

的境界了吧！ 

 

 

圖說：上課時我用地瓜葉及香菜創作的拓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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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花花草草的我而言，這堂園藝治療的課程是我從學期初

就開始期待著的，在經過三個小時的授課與活動後，除了因為接觸到花草而心花

怒放，更在過程中以及下課後回顧時，細細體會這些不同的活動能為長者帶來什

麼。「利用照顧另一個生命，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在聽到這句話的當下，心中

湧上了一陣感動，很喜歡老師上課時提到的這個概念。對於逐漸接近生命終點的

長者，能在重新接觸新生命之後思索自己的生命，找到另一個出口，甚至獲得成

就感、再次發現或肯定自己的價值。針對長輩所設計的園藝活動，不但能在操作

時增加其筋骨與腦部活動的機會，還可以促進長輩們與同伴彼此交流、互動，在

過程中與植物們的心靈對話，更可以提升精神層次的健康，綠色植物帶來的能量，

真的不容小覷。 

 

四、休閒之於樂活，樂活之於自我實現 
 

  人都會走上變老、身體機能漸漸退化的這條路，但要如何在退休後、身體活

動力慢慢減弱後，還能有年輕的心、願意學習新的事物、並快樂的過每一天，是

我想透過「高齡者的樂活與休閒」這門課探索的。在這一個學期中聽到各種關於

老人休閒的主題分享，抑或親身體驗了它們，舉凡音樂活動、體適能訓練、劇團

演出、園藝栽種等等，我都看到它們為高齡者創造了無限的可能。比如：聽到來

上課的老師分享時提到有些長輩原行動不便，在參與了體能訓練活動後，竟能獨 

 

立站起；又比如：有位老師上課時放了一段影片，看到爺爺奶奶組成的劇團站上

舞台演出時，每個人都結合了自己的生活經驗，表演得活靈活現，也知道登上舞

台演出是他們很多人夢想的實現，真的很令人感動！反觀，在自己居住的社區裡，

常常看到老人家坐在自家門口，每天就是看著路上的行人、偶爾跟經過的熟人打

聲招呼，或是整天漫無目的地轉著電視遙控器，這樣的生活，似乎索然無味了點；

更遑論重病或失能後，只能孤伶伶地躺在床上。這門學程的課幫助我瞭解：適當

的休閒活動不僅能讓長者玩得開心，也可以從這當中同時維持、甚至提升身體、

心理、社交的功能，讓長者肯定自己的價值，讓他們在晚年仍有精彩、豐富的生

活，也藉此加大他們達到馬斯洛需求理論的金字塔最頂端之可能性----走至自我

實現的境界。 

 



台灣老年學論壇第 37 期 

http://www.iog.ncku.edu.tw/riki/riki.php?CID=1&id=TGF37 

16 

 

因著短短三小時的植物活動，那日園藝下課後，不少同學都提到自己被療癒

了！課後走向醫學院圍牆邊牽車時，瞥見向晚的寒風中佇立著幾株看似枯黃，卻

仍尖挺的小東西，想必在明日的陽光照耀與雨水滋潤下，它們依然會展現出經歷

風霜歲月後，仍然耀眼的光芒，對吧？我默默這麼想著。 

 

 

圖說：牆邊那枯黃但仍挺立的小植物引發我聯想：老年期的生命是否也能展現另 

     一種風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