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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全球老人持續增加，預計2030年達1.4

百萬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2)。臺灣已於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

會，2018年為高齡社會，推估2025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老人居住安排與機構照顧需求趨勢，儼

然成為重要問題。老人居住安排意願長

期以來期望與子女同住者仍占多數，願

意接受機構式照護比率不高，且從臺灣

老人口數量增長趨勢，推估機構式服務

需求恐於數年內即將供不應求。

入住機構老人生活滿意度低於居住在

社區(劉、齊，2018)。然而老人入住機

構後適應過程產生孤獨感、不安全感、

缺乏信任感及人際疏離等負向情緒，罹

患憂鬱症及心理問題極為盛行(Luo et al., 

2020) 。老化過程生理及心理健康持續

受威脅，如何協助機構老人獲得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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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生命意義回顧對長期照護機構老人梳理生命完整性具重要性。透過園藝活動的

互動、行動及反應可能引發老人於參與過程中進行回顧。目的：長期機構老人參與園藝

活動對生命意義回顧經驗進行探討。參與園藝活動是否促進回顧生命意義，並肯定自己

生命歷程中的經過及努力。方法：本研究以方便取樣，共收案並訪談九位東臺灣長期照

護機構老年人。運用現象學(phenomenology)研究哲理，探討個體生活經驗及訪談資料分
析以呈現內在本質。結果：六位女性及三位男性老人參與，平均年齡81.76 (SD=8.47)。結
果呈現四主題：一、回憶生命歷程深具意義事件；二、年老了也要好好活下去；三、共

同合作真美好；四、有能力及責任照顧旁人。結論/實務應用：長期照護機構安排園藝活
動確實能引發老人生命意義回顧。(志為護理，2023; 22:5, - )

關鍵詞：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園藝活動、生命意義、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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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探索份外重要。生命意義回顧

為老年階段重要歷程，其帶來安適狀

態，個體能感受自身存在價值及生存意

義(Steven et al., 2020)。姚、陳(2018)於

社區老人參與藝術治療懷舊團體對生命

意義質化研究發現，生命意義轉換依序

形成「轉移關注焦點」、「改變負向思

維」、「生命有新領悟」及「活在當下

的生命態度」等覺知改變。

近來輔助療法對健康具實證成效，園

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為二十一世

紀老人感興趣活動，強調人有療癒自己

身、心靈巨大潛能，藉正向意義素材，

人與植物交流產生心理安適感，趨近正

向並自我調適，經歷生活事件後體驗生

命意義(Lin et al., 2021)。園藝治療改善

記憶、認知能力、語言技巧及社會化

等，對臺灣老人應用後在生理、認知、

心靈、社會及行為等健康層面皆具正面

影響(陳等，2018)，並有完整測量工具

(Im et al., 2018)。

透過長期照護機構老人進行園藝活動

探討生命意義文獻鮮少。本研究欲呈現

機構老人參與園藝活動經驗對生命意義

本質為何之質化研究，以利未來機構設

計活動時，考量老人正向生命意義實證

依據。

文獻查證

截至2021年1月臺灣65歲以上老人有

380.4萬人，占總人口16.20% (行政院主

計處，2021)。21%老人在執行日常生活

活動會有困難，失能情形隨年齡增加呈

正比，81.1%有慢性病，老年人粗死亡

率為各年齡層最高，約佔68.9%(衛生福

利部，2022)。老人受失能及疾病衝擊，

對機構式照護服務需求增加。儘管國家

政策對老人居住型態70%以居家及社區

式照護服務為主，30%機構式照護服務

為輔，然現況約20%老人罹病出院後直

接採機構式照護。機構老人面臨罹患疾

病、生活習慣改變及親友支持系統減少

等困境，其非預期性自主能力及體能喪

失、配偶及親友死亡、社會角色及經濟

狀況改變等，易導致憂鬱、低自尊、焦

慮不安、無助、孤寂、憤怒、混亂、生

活滿意感變差及厭世等心理問題。老年

人面臨負向心理及情緒狀態時生命意義

覺察更顯重要，認識此生目的與使命，

在生活光譜中懷有奮鬥及努力動機(Lin 

& Yen, 2018)，因此關注入住長期照護機

構老年人生命意義，實為重要。

1963年Frankl提出生命意義(meaning 

of life)概念，個體認識此生目的並盡力

追尋，知道做什麼，並實現自我價值，

超越困境。生命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

變，特定時間裡感受到特定意義，用自

己生命經歷回答(修，2020)。針對66篇

含73,546位老人之生命意義與身體健康

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發現

生命意義與身體健康具弱至中等關係

(Czekierda et al., 2017)。Zhang et al. (2021) 

針對352位社區老年人進行正向生命意義

探討，發現身體活動能夠讓老年人產生

安適感進而增加生命意義。德國一項橫

斷性研究針對社區3850位61歲至73歲個

案進行生命意義探討，發現生命意義與

健康照護使用有高度相關，而身體健康

與否對生命意義影響度高(Hajek & Köni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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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及歷程觀點為促進老人健

康重要原則(呂映瑾，2022)。Freud(S. 

Freud, 1856~1939)於1910年最先提出以

達文西(L. Da Vinci,1452~1519)為相關研

究之生命意義及歷程觀點探討。生命意

義及歷程即經歷過一段時間後，一連串

社會事件及個人角色扮演後之結果(鄭予

寧，2018)，在二十一世紀中於人們社會

生活脈絡及行為科學被廣泛認可。

老年階段經歷生、老、病及生活事

件等淬鍊，更需梳理自身生命意義，能

涵蓋自我評價、自我統整及自我實現，

則越能坦然面對生命苦難，生活適應良

好，較不易憂鬱，持續向生命終站前

行。生命意義在老人經歷不同生活狀態

及經歷的過程產生，臨床上護理人員照

顧老人經驗中發現人與人互動的人際關

係，為主要影響老人生命意義主要因素

(Hupken et al., 2018)。輔助療法中的園藝

治療為個人參與植物或花園等互動關係

產生正向反應，能增加安適感以改善身

體、心理及靈性狀態。

老人透過園藝治療互動、行動及反應

三項重要機轉因子以優化健康。老人園

藝治療活動相關研究統整發現研究設計

以類實驗研究為主，對象是失智症或失

能老人為多，可提升或改善其生理、心

理、行為認知及社會等健康效益。生理

成效指標含維持或增進老年人日常生活

活動功能、運動能力、身體功能及預防

跌倒等；心理成效指標有心理安適、希

望感、成就感、幸福感、自信心及生活

滿意感正向心理狀態；負向心理狀態有

情緒低落、壓力、憂鬱、負向自我概念

及孤寂感等；行為認知方面成效指標呈

現認知改善及失智躁動行為；社會方面

成效指標呈現社會支持、社會參與、角

色功能及人際關係等。居住於機構老人

其肢體及移行受限無法參與室外園藝活

動，園藝相關活動安排於室內仍能接受

感官刺激，透過人與植物互動過程及反

應，以激發自我價值感及有目的生活，

啟發生命意義。近年來亦有系統性回顧

園藝活動對老人身體、心理及生活品質

等效益探討(Lin et al., 2021)。

綜合上述文獻論點，本研究將生命意

義界定為透過長期照護機構的園藝活動

安排，運用植物生長歷程回顧老年階段

生命意義經驗，老人參與活動過程隨著

對植物生長歷程覺察自身生命歷程，並

以質化研究方式探索老人參與過程回顧

與生命意義經驗關聯性。

方法

一、研究設計

研究藉由探討長期照護機構老人參

與園藝活動對生命意義回顧經驗內涵，

以認識老人對生命意義經驗本質。運用

Husserl描述性現象學(phenomenology)研

究哲理，經驗本身為證據顯示，而非依

個人預設立場判斷經驗，經由還原及懸

置前概念後步驟，呈現於意識的即為現

象學描述之始，且依賴純然意識(Giorgi, 

2005)。本文運用半結構式之一對一會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依循老人意識

流推敲其參與園藝活動後回顧生活經歷

後梳理出生命意義並分析，呈現出內在

本質，達研究探究目的。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取樣條件：1 .居住在養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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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滿三個月(含)以上；2.65歲(含)以上

的老人；3.意識清楚，可溝通並能表達

意見者；4.認知功能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 MMSE)≧24分、日常生活

活動狀況(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DLs)41-

60分及憂鬱狀態(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 ＜5分5.同意參與本研究；6.已完成

本研究安排之12次園藝活動。

活動次數每週1次共12次、1次40分

鐘，採複合式活動設計，以栽種為主，

採獨立完成、6-9人小團體型式及分享

等型式。植物素材多樣性且以觀賞型為

主，例如：栽種地瓜及綠豆等從種子及

照顧長大等，經歷人成長般之生命歷程

以回顧自身脈絡，同時易取得且價錢合

理，並考量創意性及老人能有選擇性

等。依老人作息上午10:30至11:30或下

午14：30至15：30時間進行，場域於室

內進行將不受天候影響，具安全及方便

性。12次活動名稱及活動內容如表一，

包括：活動說明1次及活動分享1次，個

別活動6次及團體活動6次，其中有8次

活動為栽種。本研究經醫院人體實驗

委員會審核通過(IRB審核通過編號：

2016B006)，使研究者與個案共同建構內

容能於最自然情境下呈現，尊重個案有

「知情同意」權益，於資料收集前先跟

機構負責人說明，再由機構負責人陪同

研究者共同向個案解釋研究目的及研究

進行方式，並說明研究過程可隨時終止

訪談。

訪談過程以現象學描述性研究方法，

表一 
園藝活動內容

園藝活動 (共計12次，每次1小時)

週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園藝素材

第1週 園藝活動介紹 12次活動說明 種子等

第2週 永遠年輕
1.水耕栽種
2.個別獨立完成

萬年青

第3週 生生不息
1.水耕栽種
2.個別獨立完成

地瓜

第4週 永保吉祥
1.水耕栽種
2.個別獨立完成

竹柏

第5週 健康長壽 1.團體活動 羅漢松

第6週 設計大師
1.花束包裝
2.個別獨立完成

玫瑰花等素材

第7週 看我長大
1.水耕栽種
2.團體活動

綠豆

第8週 滿室花香 1.個別獨立完成 夜來香

第9週 我會種菜 1.團體活動 苜蓿芽

第10週 開心飲茶 1.團體活動
綠茶、龍井茶、包種茶、凍頂烏龍茶、白
毫烏龍茶、鐵觀音及紅茶。

第11週 美化環境 1.團體活動 盆栽組合

第12週 欣賞/分享
1.活動分享
2.小團體完成

1.印象最深刻的園藝活動？
2.參加活動後的感想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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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存而不論態度，採半結構式指引之一

對一會談，讓被訪談者描述其經歷。先

完成一位前驅訪談個案，配合研究目的

與問題，修改訪談中不足經驗本質內涵

以完成正式訪談大綱。考量老人體力及

耐心有限，平均花費30-40分鐘。過程

中第一作者當場紀錄收集資料，並考量

資料飽和度，依據Seidman(1991)提出執

行兩次以上訪談，能獲得深入豐富資料

外，亦能瞭解被訪者背景及經驗情境之

最佳方式。本文進行三次訪談，計九位

老年人完成訪談。訪談指引如：「您印

象最深刻園藝活動是哪一次？」。

三、研究嚴謹度

資料收集分析信度及效度，根據

Lincoln & Guba (1999)提出價值信任度四

標準進行資料系統分析、歸納及譯碼。

(一)真實性(credibility)：指引資料真實

存在。第一作者為資深護理師並修習長

期照護、園藝活動及質性相關等研究課

程。清楚了解機構老人參與活動觀察重

點。針對參與者於訪談前建立彼此良好

信任關係，過程多傾聽及感同身受老人

經驗，資料彙整期間，研究者與第二作

者共同參與資料檢視，並將辨證過程詳

實紀錄，為檢核軌跡及爾後解釋參考；

(二)推廣性(transferability)：以立意取樣

方式，以研究設計流程收案。對於相似

情境、時空及脈絡等狀況，可推廣並應

用。本研究針對長期機構老人參與園藝

活動對生命意義回顧經驗進行探討，使

研究結果趨近機構生活老人能有機會進

行生命意義回顧。根據訪談增加資料豐

富性，以利研究結果運用性及推廣性；

(三)可信賴性(dependability)：於無干擾

情境中，完整紀錄資料並完成逐字稿，

透過嚴謹檢核過程，讓他人能了解研究

過程及結果全貌。情境(context)為考量

嚴謹度重要因素之一，以趨近質性研

究於自然場景(naturalistic setting)，本

研究於老人居住之長期照護機構執行，

並選定有此經驗且願意分享者為研究對

象，增加內文本質嚴謹性(Morse& Field, 

1996)。

依據Colaizzi(1978)資料分析方法第

三步驟，即與實務中專業背景相同專家

共同檢視與參與，各自分析後並互相比

較核對，梳理具意義內容，相異處進行

討論以取得共識，讓研究結果具真實性

以達質性研究內在效度；(四)可確認性

(confirmability)：訪談過程站在被訪談

者觀點，反覆聆聽、思考會談內涵及意

義。完整保存逐字稿等供研究者查核原

始資料依據。過程隨時參考文獻及紀

錄，以保持客觀態度，並使研究結果能

夠中立並符合客觀性。

四、資料分析

將大量資料轉換成較小並可處理的

單元。透過系統性資料收集及讀逐字

稿，過程盡量摒除個人主觀看法並做反

思紀錄。分析步驟如：(一)仔細傾聽訪

談錄音檔，對老人經驗具理性且完整性

瞭解，錄音訪談內容謄寫成逐字文，

以獲得老人生活經驗原始資料；(二)形

成具意義語句，成為基本分析資料；

(三) 粹取出具意義語句；(四)組合有意

義語句共同特性，形成主題；(五)將調

查此現象所得結果進行整合，並進行深

入描述；(六)經由盡致描述，形構此現

象本質結構；(七)將所得結果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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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已確認能反應經驗本質(Colaizzi, 

1978)。

結果

一、基本屬性

本研究共九位參與者，平均年齡

81.76 (SD=8.47)歲，六位女性及三位男

性，未接受過教育及信奉道教居多，目

前健康狀況自覺普通、認知功能(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平均24.2

分，認知功能正常、日常生活活動功能

(activility of daily living; ADL Scale)得分

21-40分佔最多，多數需助行器或輪椅等

輔助，老年憂鬱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平均4.3分，無憂鬱情形，皆

罹患一種以上慢性病。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依現象學研究法探討長期機

構老人參與園藝活動對生命意義回顧經

驗。結果呈現機構老人對於生命意義經

驗本質結構，共包含四個主題： 

(一)回顧生命歷程深具意義事件
園藝活動期間透過地瓜、夜來香、萬

年青、抹茶及綠豆等植物素材與過往生

活連結，產生熟悉感及懷舊並融入活動

當下。促使老人與過往生活經驗連結，

專注回顧生命歷程重要經歷。藉由老人

與植物互動過程追憶過往深具意義事

件。此主題包括五個次主題： 

1.地瓜伴我成長：民國38年後稻米不

足，家戶種地瓜飽肚外，亦是生活糊口

經濟來源，地瓜符合生命力強及容易栽

種等特質，機構老人參與生生不息種地

瓜活動中，認真投入選地瓜、認識地

瓜、種地瓜、澆水、放石頭及裝飾。

個案B：「從前我們小時候米飯少，

攏呷未飽啊! (閩南語，意為都吃不飽)

靠地瓜來顧肚子。」；「我媽媽在世時

很會蒸地瓜，地瓜肉軟軟綿綿，吃進嘴

裡慢慢化掉，然後地瓜甜味慢慢被嚐出

來，地瓜香會留在口中好一陣子。愈老

愈懷念地瓜味，只是自己煮都難有懷舊

地瓜味。我爸爸早早就死掉了，是靠著

媽媽賣地瓜把我們拉拔長大。」

個案D：「年輕時我家賣地瓜，我可

以教怎麼選地瓜，我們家的地瓜用土

種，不是用水。一次長好多好多，天天

都吃地瓜，還會餵給豬吃⋯」；「下次

表二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排序/代號 年齡 性別 入住時間(年) MMSE ADL GDS
1/A 78 男 3 23 40 5
2/B 73 女 1 24 21 4
3/C 80 男 4 23 40 5
4/D 82 男 2 25 30 4
5/E 85 女 3 26 21 5
6/F 78 女 1 25 40 3
7/G 90 女 2 24 30 4
8/H 80 女 2 23 40 4
9/I 81 女 2 25 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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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家，我來教大家什麼是真正的種地

瓜」，頓時大家開始分享栽種經驗。

個案C：一週後爺爺主動分享地瓜生

長情形：「我的地瓜發芽了，看到了

嗎？這一個白點、那一個白點，再過幾

天會冒小綠葉。」

2.夜來花香群歡聚：透過栽種夜來香

讓老人達睹物思情情境，陷入一段過往

多數老人們共有歲月，立即產生共鳴效

果，拉近彼此距離並增加熟悉感，建立

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

個案F：「今天種植夜來香讓我想起小

時候住社區巷弄有種夜來香。到了晚上8

點到10點吃完晚餐後，幾戶鄰友都聚集

家門口外聊天。邊說話邊聞陣陣花香，

在陰雨天的夜晚香味更濃郁。」

個案A：爺爺隨即開始唱：「那南風

吹來清涼、那夜鶯啼聲輕唱、月下的花

兒都入夢、只有那夜來香吐露著芬芳

⋯⋯啊∼我為你歌唱、我為你思量。」

3.植物成長歷程等同養小孩，細心呵

護：農業時期婦女以家庭為中心，普遍

多子，女性黃金歲月多在養兒育女。一

位82歲奶奶將栽種完成萬年青盆栽擺放

房間床旁桌，當自己小孩全心全意呵

護，追憶及投射育兒活動。

個案I：「我照顧萬年青如同照顧小孩

小的時候」，拿著湯匙說：「我每天起

床刷牙洗臉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湯匙一

瓢一瓢澆水」；「我不能容許葉子有任

何灰塵」，奶奶用衛生紙小心翼翼擦拭

著葉子：「昨天我非常生氣，因為清潔

人員移動了我的萬年青放在地上，還好

我發現趕快放回桌上」；「如同我小孩

陪在我身邊，最近護理師叫我把萬年青

放到護理站方便照顧，我絕對不肯。怎

麼可以離開我身邊呢？」。

4.記憶中熟悉的飲品：臺灣人的生活

與茶密不可分，象徵著記憶中長者下棋

飲茶消磨時間、粗茶淡飯招待客人等懷

舊意象，引發過往生命歷程中美好回

憶。

個案A：「我小時候爸爸曾經告訴我

茶葉最早是當成”藥”，喝茶有益健康

還會長壽啊！滿天星空夏天夜晚，院子

裡大人泡茶聊天，鄰家小孩嬉戲追逐，

大人們熱情招呼同來院子鄰居：「來喝

老人茶」。我問爸爸：「什麼是老人

茶？」；爸爸：「老人喝的茶就叫老人

茶，只有老人才有空泡茶消磨時間啦！

阿爸忙著種田及養你們這些兔崽子輪不

到我喝茶啦！」。」

個案F：在開心飲茶活動中，一位爺

爺突然說：「聞到這抹茶香味，想起接

受日本教育那段時光，喝綠茶或抹茶配

著媽媽做充滿花生泥的點心」(爺爺正吃

著花生夾心餅乾)；「有人自家門口放了

一大壺茶免費，讓路過小憩的人有茶水

喝，在廟宇、野臺戲及祭祀祖先等多有

供茶飲用。」

5.一夜大一寸、看誰長得高：植物生

長透過人們細心栽種，歷經播種、發

芽、開花及結果等階段，感受成長喜

悅、欣賞及成就。等同紅嬰仔(閩南語，

意為小嬰兒)成長，父母期待一夜大一

寸，漸漸茁壯。

個案H：「我選了八顆肥肥胖胖綠

豆，放進透明紙杯內，天天看，看啊！

看啊!先是冒小白點，開始長長長，愈長

愈高囉！」三、五位老人家紛紛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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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綠豆都拿出來：「你看我的也長得

好好⋯」。

(二)年老了也要好好活下去
老人持續面臨身體、心理及社會各

方面疾病、退化及挑戰。儘管身體狀況

及生活環境非盡人意，體認植物生長韌

性，老人主動表示晚年了更要好好努力

生活著。

個案B：「老師啊！今天主題是永保健

康栽種竹柏，真是符合我心境。希望永

遠健健康康，不需要依靠別人照顧我。

竹柏不好種啦，它耐不住濕又受不了

旱，要開花很不容易。還是要像我一樣

好好活下去，有機會等待開花啊！」。

種植2週後，個案B：「我們種的竹

柏是放在客廳靠窗戶，沒像其他植物生

長在戶外，它仍努力長出小白花，真好

看..就像我們常常有好多團體及家人來關

心我們⋯我要等著看開花」。

個案H：「老師!竹柏開白色小小花，

好漂亮喔！妳看這秀氣鵝白色小花真漂

亮」。幾位爺爺及奶奶看見自己栽種竹

柏開花，端詳著小花並急於分享，顯得

有成就感及希望感。

(三)共同合作真美好
農家生活是老年人家生命歷程美好印

記，機構老年人因緣分進住同一場域。

透過團體園藝活動設計讓老年人彼此相

互幫忙，感受合作美好歷程。

個案B：「這玫瑰花要怎麼包啊？!我

從來沒有包過花束」(三位長者開始合作

進行包花束)；「我好久好久沒看過玫瑰

花了，好漂亮。沒包過花束，也沒人送

花給我，我要送給自己」。

個案C：「我好棒！生了9個孩子都很

有成就但很忙。雖然我老伴走了，我獨

自住這裡，幸好有大家照顧，你們看我

們一起栽種羅漢松有夠漂亮」；「謝謝

老師準備怎麼多紅色蝴蝶結來裝飾」。

在團體合作栽種羅漢松活動中，2-3位老

人一組共同栽種外，大家互相協助將彩

帶、蝴蝶結及吊飾等裝飾羅漢松，儘管

夥伴間因肢體活動緩慢需花較長時間完

成，同組老人仍能耐心等候。

機構樂於與他人互動，能控制及發洩

情緒，過有意義的生活”。

(四)仍有擔負照顧者的能力及責任感
當植物新芽冒出來時令人既驚喜又喜

悅，接踵而來是照顧責任。儘管老了仍

能發揮自身能力，自動自發看顧、守護

及盼望它好好活著。

個案D：「老師等妳協助大家從水耕

移盆成土耕時，我協助照顧，從前我家

種滿片地瓜，我很會種地瓜。」

個案B：「花盆裡澆太多水了啦!這樣

萬年青會淹死掉」；「那盆萬年青長得

太高，要修剪整齊不然像雜草一樣」；

「大家萬年青都放客廳旁我來照顧，

放回房間的人，等我修剪好再拿回去

吧！」

個案C：「一人一杯長得挺直的綠

豆，一天比一天高啊！ 今天窗外陽光很

大，我們放在窗臺邊(7-8杯綠豆植栽)。

綠豆要陽光、空氣及水，我來負責澆

水」；「你看現在有幾棵長得很好，越

來越高，高到都歪掉了。」

討論

依本研究結果機構老人參與與園藝活

動引發生命意義回顧經驗及老人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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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活深入詮釋，進行以下討論：

本研究於老人參與園藝活動過程發

現，老人享受當下，並回憶過往生活經

驗，屬於懷舊回顧性描述，此有別與居

住於中部某安養機構老年人參與10次園

藝活動產生個人意義感之賦能現象所涵

蓋為對園藝團體本身感興趣、產生期待

及有歸屬感(林，2015)。藉由回憶過去

生活片段經驗或事件，引導當事人回顧

生命歷程；藉由照顧植物種新體驗生活

片段或詮釋個人生命意義等，促使產生

自我統整可能(Woods et al., 2018)。透過

特意安排植物帶來熟悉感並刺激懷舊效

果，老人逐漸將植栽照護過程轉化為對

養兒育女細心意境，而大部分老人最得

意仍以兒女為主，顯示老人大部分以此

作為生命意義主軸(莊、林，2017)。

研究中栽種羅漢松的老年人自動形成

2-3位一組相互幫忙為分享盆栽特色即產

生團體榮譽感，同時機構老人樂於與他

人互動，能控制及發洩情緒，過有意義

的生活，這樣人際關係即為促進生命意

義重要元素。期間一位奶奶平常幾乎都

坐輪椅，她為裝飾羅漢松頂端更好看，

能慢慢地站起來，此現象應驗了情境論

說法，人與人凝聚不再視共同血緣，而

依現況情境逐漸發生。在中臺灣安養機

構安排10次園藝活動研究結果一致，老

人透過園藝活動參與，出現於相較以往

少見合作經驗，共同創造園藝栽種經

驗，相互合作完成任務(林，2015)。研

究過程發現一顆顆發芽的地瓜，大家共

同移盆成觀賞盆栽，一位老人主動提出

願意擔負起照顧植物工作，此結果與楊

(2020)之研究中發現園藝治療提升老人

社交能力及成就感相同。

本研究發現園藝活動對機構老人有

別以往效益，能正向看待生命意義，非

平淡等著生命終了，並了解機構生活的

老人有與他人互動合作需求及必要，顛

覆刻板印象中老人於機構生活，自覺老

了沒有用，生活照護都需依賴別人，真

的是「沒露用了」(閩南語，意為不中

用)，呈現老年人展現出自身有責任感及

獨立性願擔負能力所及任務。

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發現文章探討

長期照護機構老人參與園藝活動對健康

之影響，其中提及參與園藝活動的老人

於主觀幸福感、社交連結及正向心理

健康等皆有提升(Lin et al, 2022; Jueng, 

2022)。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設計著重機

構老人透過園藝活動進行生命意義回顧

經驗結果呈現正面現象，年老了也要好

好活下去並與他人互助合作創造美好，

有別以往社會對老人觀感或老人自己主

觀感受多為負面現象。

結論

生命是歷程，老人透過園藝活動敘說

過去的事，亦分享目前景況。重新沈浸

在養育、付予、承擔經驗，讓參與園藝

活動老人覺得生命不再是一成不變，而

是活躍的。本研究採現象學研究法應驗

園藝治療貢獻，結果呈現出園藝活動對

機構老人生命意義經驗本質結構，能正

向看待生命意義，有別以往對機構老人

多負向樣態，更展現出年老仍懷責任感

及願擔負任務能力，並能統整過往並接

納自己，認定生命具意義性及良好適應

機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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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與建議

此篇研究對象來自東臺灣小型養護

機構，無法將結果涵蓋到全部接受機構

式照護的老年人，未來研究可跨城鄉探

討，以利提升研究結果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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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 personal review of the meaning in life can be important for sorting out the 

integrity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teractions, actions and responses 

through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may trigger elderly to review the meaning of aspects of their 

liv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Purpose: The study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participation in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can promote a review of the meaning in life among 

elderly residents in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and affirm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effor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life.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recruited and interviewed nine participants from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 northeastern 

Taiwan. The interview content was analyzed with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Results: 

Of nine participants, six were female and three were male, with a mean age of 81.76 (SD 

= 8.47). Four major themes emerged: (1) reviews of meaningful events in life experiences; 

(2) to be able to live well during the process of getting older; (3) the value of cooperation; 

(4) elderly still have the 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others.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bas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effects of horticulture therapy on 

promoting review of the meaning in life among elderly in the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3;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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