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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团体辅导对小学生焦虑与注意力的影响

湛    蕾，周    颖，姜心慧，程滢洁，张铭宇，杨智辉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采取量化、质性分析手段研究了园艺疗法对小学生焦虑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一通过问卷法调查

分析小学生的注意力和焦虑状况；研究二引入园艺团体辅导，探究小学生的焦虑是否降低以及注意力是否为内在

作用机制；研究三为质性研究，对园艺团辅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质性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小学生确实存在

焦虑状况且注意水平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焦虑；②在园艺团辅作用下，实验组的焦虑水平显著降低；③在园艺团辅

作用下，实验组的注意力水平显著提升；④在园艺团辅对焦虑的作用中，注意力的中介作用不显著；⑤在主观感觉

上，园艺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专注程度并且缓解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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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Horticultural Group Counseling on
Pupils' Anxiety and Attention

ZHAN Lei，ZHOU Ying，JIANG Xin-hui，CHENG Ying-jie，ZHANG Ming-yu，YANG Zhi-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100083, P. R. China)

Abstract:  Pupil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  and  their  atten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due  to
restrict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 an ecologic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method,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nxiety and attention. There have been many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studies
o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broad,  an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  few
domestic  scientists  have  relevant  experiments  and clinical  reports.  This  study us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on pupils' anxiety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After analyzing the attention and anxie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designed  horticultural  group  activities  and  explored  its  effect  on  improv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xiety and attention. In addition, we also explored whether attention i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o have anxiety and their attention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anxiety. The anxiety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the
attent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participating horticultural activities. However,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en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effect  of the horticultural  on anxiety.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horticultural  can  also  bring  happy  mood,  relieve  anxiety,  improv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mprove attention and concent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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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
 

（一）园艺疗法及其研究现状

自然对人的积极作用在许多领域中逐渐得到重

视。在心理治疗领域，自然主要作为一种辅助疗法，

起着治愈身心的作用
[1]
。自然辅助疗法又可分为园

艺疗法和自然环境疗法。关于园艺疗法，美国园艺

疗法协会的定义得到了普遍认可，即利用植物栽培

与园艺操作活动，对有必要在身体及精神方面进行

改善的人们，从其社会、教育、心理及身体诸方面进

行调整更新的一种有效方法
[2]
。

自然对人的积极作用主要可以通过亲生命性假

设、压力恢复理论、注意力恢复理论 3 个方面进行解

释
[1]
。亲生命性假设认为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

在遗传上已经形成了偏好自然环境的机制，当人们

处在自然环境中时，就会诱发积极的心理反应。因

此，人类越是参与到自然中，他们越能与自己的进

化本源建立联系，进而变得更健康、更安乐
[3]
。压力

恢复理论认为自然包含无威胁性的风景元素、绿色

植物元素、特定的自然景观这 3 种能够激起人类积

极情绪反应的元素。当人们处于上述 3 种元素中

时，能够快速从应激中恢复体力，获得积极的情绪

体验，从而较快从压力中恢复过来
[4-5]

。注意力恢复

理论认为，人有两种注意，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有

意注意一般指向特定的注意对象，需要努力和大量

的精力才能保持，长时间的有意注意容易使人产生

疲劳，导致注意力集中困难。无意注意指自动发生

的、无须努力的、不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注意。人们

在自然环境中使用的注意都以无意注意为主，这样

能够缓解有意注意带来的疲劳，进而感到自己充满

能量
[6]
。亲生命性假设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亲近性，

压力恢复理论强调自然对应激的缓解作用，而注意

力恢复理论则强调自然对注意力疲劳的恢复作用。

在园艺活动中，作为自然刺激物存在的主要为花、

草等小型植物，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心理学领域的

色彩心理学认为，不同的色彩能够引起人们不同的

联想，产生不同的心理效应，进而引发不同的情感。

绿色能够给人以安全、宁静的感受
[7]
。在与绿色植

物的接触中，人们的身心都能得到治愈。除了色彩以

外，芳香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挥发、释放的香气具有一

定的改善生理心理健康的作用，如薰衣草等植物
[8]
。

我国目前对园艺疗法的研究还停留在介绍国外

研究状况和普及园艺疗法相关知识层面上，实践中

还没有关于园艺疗法的相关学术期刊和大型园艺疗

法项目
[9]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来看，园艺治疗

适用对象按人群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精

神障碍患者，另一类是亚健康人群。园艺疗法已经

显现出在精神疾病患者
[10]

、行为障碍儿童
[11]

、智障

儿童
[12]

、孤独症患者
[13]

、痴呆患者
[14]

、抑郁症患者
[15]

等多种障碍患者治疗方面的显著效果，在临床应用

治疗上得到广泛认可。对亚健康人群，园艺疗法活

动同样适用，并能达到高参与度、自我激励以及趣

味性的目标
[16]

。研究表明，通过 8 ~ 12 次的园艺团

体心理辅导活动（以下简称团辅活动），学龄前儿童

的同伴互助和任务参与程度得到提高
[17]

，初中生的

疏离感程度显著降低
[18]

，高中生的希望感得到提

高
[19]

，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到提高
[20]

，大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能够提升
[21]

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

实证上，园艺疗法都表现出了广泛且良好的应用性。 

（二）园艺疗法与小学生的注意、焦虑问题

受注意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和限制，小学生在学

习抽象符号时会利用具体环境、人际交往、动手操

作来促进符号学习
[22]

。有研究表明，绿色户外环境

相比其他环境可以显著减少儿童的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症状
[23]

。同时针对小学生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考

试焦虑
[24]

、社交焦虑
[25]

等问题，团辅活动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焦虑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26]

。

在理论上，园艺疗法是能够通过具体环境、人际

交往、动手操作这 3 条路径来改善小学生注意力水

平的。同时，把团体心理辅导与园艺活动相结合，发

挥绿色植物在降低焦虑方面的作用
[27]

，不失为一个

能够显著降低焦虑的优秀治疗方法。

小学生作为园艺疗法的适用群体，已有大量研

究实证证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园艺活动后，小学生

们的自我概念、幸福感
[28]

和注意力
[29]

有了显著提

高，压力问题得到改善
[30]

。儿童时期与自然的互动

越多，越能培养积极的价值观
[31]

；对女孩来说，还会

导致其自律水平更高
[32]

；园艺活动与电子学习结合

也有助于对小学生的生命教育
[33]

。 

（三）园艺疗法对焦虑与注意力的作用 

1. 园艺疗法对焦虑的作用

研究发现园艺疗法能启发人的五官六感，从视

觉、听觉、味觉、嗅觉以及触感，感受植物的能量，降

低血压，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缓解压力，降低焦

虑，产生愉悦的心情
[34-36]

。园艺疗法对焦虑的作用

可以通过压力恢复理论和园艺疗法的动力循环理论

来解释
[34, 37]

，并且在生理层面能看到明显效果。研

究发现行走在森林里、聆听自然环境的声音等活动

能够显著降低唾液皮质醇、舒张压、脉搏率、皮肤电

以及心率等生理指标，降低压力状态下的交感神经

系统激活水平，使人们恢复活力
[37-38]

。还有一些研

究发现闻植物芳香能降低大脑的 α 和 β 波
[39]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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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风景照片能产生高波振幅，且被试主观报告焦

虑值降低
[4]
。除了生理方面的证据，在通过心理量

表评估的研究中证明园艺疗法也有显著效果。研究

者发现，在办公室里放置玫瑰及其他植物，就能缓

解工作者的焦虑情绪，促进积极情绪
[27, 40]

。有不同

研究针对心理疾病住院患者、高中女生、临终病人

这些人群实施了特定的园艺疗法，结果显示园艺活

动能够显著降低这些人群的焦虑值，且效果优于对

照组
[41-43]

。上述研究表明，涉及了多感官参与的多

样园艺活动对降低焦虑是有效的。 

2. 园艺疗法对注意力的作用

注意力恢复理论将注意力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

注意，并认为无意注意能减少有意注意导致的专注

力损耗，而自然环境能够减少无意注意，进而对有

意注意损耗造成的疲劳起到恢复作用
[6]
。因为人们

对无威胁的自然环境的反应是即时的、无意识的，

不需要占用认知资源，所以在面对自然元素、接触

自然环境时，人们能较快地从压力状态恢复过来，

而压力的降低有助于注意力恢复
[5, 44]

。研究发现，相

比于美学设备，植物更能使人们缓解注意力，并有

缓解疼痛的效果
[45]

。多动症儿童在公园散步 20 min
后，注意力显著提高且注意集中程度优于在社区环

境内散步，效果与药物相当
[29]

。综合以上理论以及

实证研究，说明在园艺活动中人们的注意力能够得

到恢复，从而注意力水平得到提高。

注意资源理论
[46]

认为，注意加工资源是有限

的，需要注意控制，也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任

务上
[47]

。心理学领域中针对注意力进行测量的问卷

大多聚焦在个体在完成任务时的注意力集中程度

上。有研究表明，注意控制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策略

来避免消极的情绪
[48]

；注意力训练能够改善小学生

的考试焦虑
[49]

和高中生的焦虑水平
[50]

。高焦虑个

体总是将更多的注意资源放在自我关注上，而影响

对当前工作任务的加工，会出现经典的注意偏向现

象
[51]

。对在学习中产生焦虑的个体进行研究，都出

现了上述现象
[52-53]

。由此可见，焦虑与注意、注意控

制有密切联系。焦虑影响注意，损害注意控制，反

之，注意控制又能够调节焦虑
[47]

。在此基础上，焦虑

与注意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发展出了认知干扰

理论、加工效能理论和注意控制理论，从更深的层

次解释了焦虑与注意相互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 

（四）模型的提出及解释

由上述内容可知，现在已有大量研究从生理和

心理方面证实了园艺疗法对缓解焦虑的作用，注意

力恢复理论
[6]
说明了园艺疗法中的自然元素可以显

著提高注意力水平，同时注意资源理论
[46]

很好地解

释了注意控制与焦虑之间的双向关系。综合以上理

论与实验研究，我们建立了“园艺疗法−注意−焦

虑”模型，系统地解释园艺疗法、注意力与焦虑之间

的两两关系：园艺疗法可以提高注意力和降低焦虑

水平，注意控制可以降低焦虑，焦虑会影响注意。通

过构建模型，我们发现了一条没有实证证明，但可

以从理论上进行解释的通路，即“园艺疗法−注意

力−焦虑”通路。三者在理论上呈“园艺疗法能够提

高注意力，进而降低焦虑水平”的关系，而“园艺疗

法−焦虑−注意力”并不存在此传递性影响特征。

基于此通路，本研究设计了有关园艺疗法的团体辅

导方案，试图验证其对小学生焦虑的缓解作用，并

探究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及注意力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二、研究一：小学生注意力和焦虑

现状调查及特点分析
 

（一）研究目的

通过问卷收集有关小学生们的人口学信息、注

意力和焦虑水平，探讨小学生们的成绩、性格、是否

为独生子女、与绿色植物的接触情况、家庭状况、同

伴关系等人口学因素是否会影响注意力与焦虑水

平，同时检验注意力与焦虑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否符

合模型的预测。 

（二）被　试

研究一于 2019 年 4 月进行，选取了某小学六年

级一班、二班的学生共 67 名，其中男性 34 名，女性

33 名，平均年龄 11.70 ± 0.52 岁，平均受教育年龄

6 年。选取被试前与项目指导老师及小学老师进行

了测量量表的讨论，认为该测量不会对小学生造成

身体和心理的伤害。 

（三）实验材料

采用笔者自行编制的“人口学问卷 ”以及

“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中国儿童注意力测评量

表”来评定被试的焦虑情况以及注意力情况。自行

编制的“人口学问卷”主要用于收集被试的人口学

信息，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成绩、性格、是否

为独生子女、与绿色植物的接触程度、家庭状况、同

伴关系，便于进行被试情况的统计。“Spence 儿童

焦虑量表”包括分离焦虑、躯体伤害恐惧、社交恐

惧、恐慌障碍、强迫性神经症障碍以及广泛性焦虑

6 个维度，该量表采用五点记分方法，将各维度得分

总和的平均分作为焦虑症状的得分，得分越高，表

明焦虑问题越严重。量表重测信度为 0.70，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0.86，具有较高的有效性。“中国儿童注

意力测评量表”共 15 道题目，按 1 ~ 3 级记分，最后

得分在 35 ~ 45 分，表明注意力很好，记为 A 等，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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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分表明注意力基本上能够维持日常学习和生活

的需要，记为 B 等，15 ~ 24 分表明注意力亟待提高，

记为 C 等。 

（四）实验程序

主试给被试发放“人口学问卷”“Spence 儿童焦

虑量表”“中国儿童注意力测评量表”3 份问卷，并向

被试说明问卷的填写方法，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完

成问卷的填写。 

（五）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方差

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 p < 0.05 作为统计意

义上具有显著差异的标准。 

（六）结　果 

1. 描述统计

本次调查共回收注意力测验有效问卷 65 份（见

表 1），其中注意力优秀水平（A 等）占比 84.6%，注

意力一般占比 15.4%，没有出现注意力有缺陷的被

试。回收焦虑测验有效问卷共 59 份，根据“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在中国的常模

[54]
，有 9 名被试的焦虑

总分异常偏高，检出率为 15.3%，见表 2。
  

表 1   被试注意力状况

频率 平均值 ± 标准差

A等 55 39.15±2.62

B等 10 30.30±2.54

C等 0

总计 65 37.78±4.13

  
表 2   被试焦虑状况

平均值 ± 标准差

广泛性焦虑 3.66±3.10

强迫障碍 3.85±3.15

恐慌障碍 3.82±3.89

躯体伤害 3.76±2.85

社交恐惧 4.18±3.17

分离焦虑 2.35±2.36

焦虑总分 20.86±14.88
  

2. 推论统计

为了考察小学生注意力和焦虑的影响因素，以

人口学因素为因子，分别对注意力和焦虑总分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环境下的注意

力水平有显著差异，F(2，62) = 4.89，p < 0.05。LSD
结果显示，“家庭和睦”和“家庭偶有摩擦”条件下小

学生的注意力水平显著高于“常有矛盾”条件；不同

绿色植物接触程度下的焦虑水平有显著差异，F(2，
56) = 3.35，p < 0.05，由于满足“没有接触”条件的被

试太少，无法进行事后比较。

为了考察注意力与焦虑的关系，对其进行相关

分析和回归分析。先对注意力和焦虑总分做 K-S 正

态性检验，p < 0.05，二者都为非正态分布。进行斯

皮尔曼相关分析，r = −0.44，p < 0.05，注意力和焦虑

存在显著负相关，即注意力水平越高，焦虑值越低。

同样也发现注意力与焦虑的每一个维度都存在显著

负相关（r < 0，p < 0.05）。
在回归分析前对焦虑总分进行对数转化，转化

后的 K-S 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 p > 0.05，为正态分

布。以焦虑总分作为因变量，注意力水平作为预测

变量，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详见表 3。
回归方程及系数显著，表明注意力能够显著负向预

测焦虑。

  
表 3   注意力对焦虑的回归分析

F (df) p (回归方程) R2 (调整后) β (标准化) t p (回归系数)

11.01(1) 0.002 0.15 −0.41 −3.32 0.002

  

（七）讨　论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受测小学生们注意力水平

良好，大多处于中上水平。“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

的计分结果显示，与中国的常模相比，存在 9 个焦虑

值异常偏高的情况，说明小学生们确实存在焦虑问

题，与前人的研究和本实验的假设一致。

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环境对注意力水平有影

响，绿色植物接触程度对焦虑有影响。虽然由于只

存在一例没有绿色接触的情况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结

论，但可以明确的是，随着绿色接触程度的提高，焦

虑值会有降低的趋势，这一发现同样符合本研究的

实验假设即园艺疗法能够降低焦虑。回归分析的结

果表明，注意力对焦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根据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注意和焦虑是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注意力可以作为园艺疗法的

中介机制去影响焦虑。研究一的发现为理论模型的

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初步说明了园艺疗法、注

意、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实验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在实际测验中，研究者发现“中国儿童注意力

测评量表”具有社会赞许性的倾向，被试们倾向于选

择符合父母和老师所期望内容的选项，因此可靠性

较低。在后续研究中将采用更具操作性的方法来测

量注意力，提高研究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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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二：园艺团体辅导

对小学生的心理干预
 

（一）研究目的

研究二通过设计园艺团体辅导方案，以小学生

为研究对象，探讨园艺疗法在对小学生的干预中起

到的对焦虑与注意力的积极作用。同时研究还将探

讨在干预过程中，园艺疗法、焦虑与注意三者之间

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用以验证研究所提出

的“园艺疗法−注意力−焦虑”模型的合理性。 

（二）被　试

研究二于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进行，选

取了某小学的 40 名小学生参与实验研究，剔除 5 份

无效数据，剩余 35 名被试的数据进入统计分析。其

中 30 名为实验组，男女各 15 名，总体平均年龄为

10.11  ±  1.13 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值为 4.66  ±  0.97
年，在三点量表中表现出的绿色植物接触平均得分

为 1.51 ± 0.61，处于较低水平。其余 5 名则为对照

组，男生 3 名，女生 2 名。选取被试前与项目指导老

师及小学老师进行了测量量表以及园艺辅导方案的

讨论，认为该研究不会对小学生造成身体和心理的

伤害。 

（三）实验材料

研究二在前测和后测部分采用了研究 1 中使用

的“人口学问卷”“Spence 儿童焦虑量表”以及“舒尔

特方格”来对园艺疗法的效果进行考察。其中“舒尔

特方格”的测量方法是让被试用最快的速度单手点

数 1 ~ 16 个数字，同时出声读出数字。“舒尔特方

格”的常模显示，本次研究中被试年龄范围内 7~12
岁儿童的测验成绩小于 26 s 为优秀，大于等于 26 s、
小于 42 s 为良好，大于等于 46 s、小于 50 s 为中等，

大于等于 50 s 则为较差。 

（四）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实验组

接受 8 次园艺活动，对照组不参与园艺活动。本研

究的实验设计如表 4 所示。
  

表 4   园艺疗法干预前后测设计

组别 前测 实验处理 后测 跟踪

实验组 人口学问卷、Spence儿童焦虑量表、舒尔特方格、房−树−人绘画测验 园艺疗法 Spence儿童焦虑量表、舒尔特方格 个体访谈

对照组 人口学问卷、Spence儿童焦虑量表、舒尔特方格、房−树−人绘画测验 不作处理 Spence儿童焦虑量表、舒尔特方格

 

园艺疗法具体以园艺团体辅导的形式开展，园

艺团体辅导的单元设计如表 5 所示。团体辅导以焦

虑和注意力相关理论为主要基础，以达到以下目标：

一，放松身体，投入到园艺疗法活动当中，感受园艺

活动的乐趣，体验积极情绪，降低焦虑；二，认真参

与园艺活动，积极动手，创作属于自己的园艺作品，

与同伴互助、分享等，提高参与活动的注意力水平。 

（五）园艺疗法开展的保障 

1. 实验场地

本研究主要在室内活动场所开展，是该小学托

管班的活动室。 

2. 时间安排

项目选择在每周一、周四下午该小学托管班的

活动时间进行，若遇到节假日或大型活动，则园艺

疗法活动顺延一次，共开展了 8 次活动，每次活动

60 min。 

3. 项目选择

依据现有的时间空间条件，遵循方便活动开展

的原则，主要选择动手设计类的精巧性活动，以满

足学生们亲自动手操作的需求，增加活动趣味，增

强学生们参与交流的兴趣。该活动方案由浅入深，

先营造进入园艺活动的节奏与氛围，到与鲜花植物

的亲密接触，再到园艺活动的延展，环环相接。活动

内容包含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让学生们

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园艺活动的趣味，更自然地

融入到活动中，以获得更好的活动体验，达到活动

目标。 

（六）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3.0 软件，比较焦虑值和注意力水

平的实验组前测与对照组前测差异、实验组前后测

差异、对照组前后测差异、实验组后测与对照组后测

差异，以 p < 0.05 作为差异显著的标准。采用 Bootstrap
对注意进行中介检验，探究其在园艺疗法影响焦虑

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七）结　果 

1. 差异显著性非参数检验

由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被试数量较少，不能形

成正态分布，因此研究 2 将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

对两组数据的组间及组内差异进行比较。

研究二首先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组间差异

进行了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采用 Mann-Whitney
U 检测方法来检验两组数据的差异显著性，其检验

结果见表 6。检测结果显示 p > 0.05，两组的组间差

异不显著，可以进行接下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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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考察了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的组内

前后测差异，并用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进行数据分

析。其中，实验组的前后测组内差异分析见表 7，对
照组的前后测数据差异分析见表 8。由表 7 可知，实

验组注意力与焦虑值的前后测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p < 0.05），后测数据均值均小于前测数据。由表 8 可

知，对照组的前后测数据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 

表 7   实验组前后测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结果分析

前测（n=30） 后测（n=30） Wilcoxon符号秩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z p

注意力水平 47.30 11.52 39.98 9.27 −2.83 0.005

焦虑水平 92.50 27.07 79.73 25.09 −3.80 0.000

  
表 8   对照组前后测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结果分析

前测（n=5） 后测（n=5） Wilcoxon符号秩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z p

注意力水平 45.57 12.81 44.42 13.93 −1.21 0.225

焦虑水平 68.60 26.17 65.60 26.24 −1.36 0.176

 
表 5   园艺团体辅导单元设计

次数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活动目标

1 绿色大结盟

介绍园艺活动

团队契约

进行注意力和焦虑的测量

适应环境、了解活动

建立团体关系，以提供社会支持，增强归属感

建立团队规范

2 潜心绘叶脉

团队公约巩固（签名）

分组

细画叶脉

个人作品展示

加强团队意识

提升注意力

增强自我效能感

通过观看叶片降低焦虑

3 动手造花园

分组

微景观花园生态瓶制作展示

分发材料

个人作品展示

增强合作和互动

增强注意定向的执行能力

提高学生的创造力

在接触土壤、花草过程中缓解焦虑

增强自我效能感

4 插花传美意

分组

介绍插花活动及制作

讨论设计

分发材料

制作

个人作品展示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集中注意力

合作互动，激发创造力和提高交流能力

提高注意力，缓解焦虑

增强自我效能感

5 自然收藏家

书签展示及制作方法讲解

分发材料

制作

个人作品展示

集中注意力，学会方法

激发创造力

提高注意力，缓解焦虑

增强自我效能感

6 芬芳装香包

香包展示及方法讲解

分发材料

制作

个人作品展示

集中注意力，学会方法

激发创造力

提高注意力，缓解焦虑

增强自我效能感

7 缤纷水果宴

分组

介绍水果拼盘活动及如何制作

分发材料和工具

制作

个人作品展示

成品享用

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集中注意力，学会方法

合作互动，激发创造力和交流能力

提高注意力，缓解焦虑

增强自我效能感

8 别绿约再期

全程活动总结

宣告活动结束

注意力和焦虑的再测

访谈

增强自我效能感

回忆全程

结束活动

 
表 6   实验组、对照组前测数据差异比较

实验组（n=30） 控制组（n=5） Mann-Whitney U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

注意力水平 47.30 11.52 45.57 12.81 0.837

焦虑水平 92.50 27.07 68.60 26.17 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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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后测数据进行

了 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见表 9。实验组与对

照组在后测的两项数据中差异并不显著（p > 0.05）。
因此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后测数据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
  

表 9   实验组、对照组后测数据差异比较

实验组（n=30） 对照组（n=5） Mann-Whitney U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

注意力水平 39.98 9.27 44.42 13.93 0.369

焦虑水平 79.73 25.09 65.60 26.24 0.321
  

2. 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使用Hayes 编制的 process 插件，以Model 4
为简单的中介模型

[55]
，在控制性别、年龄和班级的

情况下对注意力在园艺疗法与焦虑之间关系的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见表 10）。结果表明，园艺疗法对焦

虑的作用不显著（B = −0.56，t = −1.12，p > 0.05）。当

加入中介变量（注意力）后，园艺疗法对焦虑的直接

预测不显著（B = −0.58，t = −1.11，p > 0.05），园艺疗

法对注意力的预测不显著（B = 0.58，t = 1.16，p > 0.05），
注意力对焦虑的预测也不显著（B = 0.03，t = 0.17，p >

0.05）。此外，园艺疗法对焦虑的直接效应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括 0，说明直接效应显

著；但注意力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的上、下限包括 0，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见表 11）。
  

表 11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的分解表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总效应 −9.41 5.10 −18.98 1.03

直接效应 −9.72 5.03 −20.38 −0.16

注意控制的中介效应 0.31 2.61 −3.94 6.86
  

（八）讨　论 

1. 园艺疗法对注意力和焦虑具有显著效果

园艺疗法是一种自然辅助疗法，在许多研究中，

研究者将其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其对个体的生理

和心理的影响，而亲生命假设、压力恢复理论、注意

力恢复理论为这种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其

中，以小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园艺

疗法在小学生的自我概念、幸福感、价值观、自律水

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8, 31-32]

。本研究只研究了

园艺疗法对小学生焦虑与注意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

的作用模式，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园艺疗法对

其他人群的其他心理特质或生理指标的作用以及园

艺疗法的作用机制，以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

根据本研究的非参数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在焦

虑值的降低上，组内水平上，园艺疗法对小学生的

焦虑值下降起显著作用。除本研究外，许多研究均

表明园艺疗法对个体降低血压、激活副交感神经系

统、缓解压力、降低焦虑、产生愉悦的心情等均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34-36]

，这包含了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

效果。

同时，在注意力方面，在组内水平上，园艺疗法

对小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起显著作用。基于注意力恢

复理论
[6]
，一些其他研究也使用自然元素作为自变

量，发现植物可以恢复人们的注意力
[45]

，还可以提

高多动症儿童的注意力水平
[29]

。

但是在组间水平上两组被试的后测数据均没有

显著差异，说明园艺疗法的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

原因是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数据并没有达到较高

的同质水平，导致两组间的前后测数据差异值主要

集中在了前测的部分，而没有体现在后测上。另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对照组的被试数量过小，影响了实

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数据匹配。 

2. 注意力作为中介效果不显著

大量研究表明，园艺疗法能够显著降低焦虑
[42-43]

，

同时也有助于注意力的提高
[44]

。在一些研究中发

 
表 10   注意力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35)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df) B t

焦虑 0.30 0.09 0.76

年龄 −0.15 −0.42

性别 −0.18 −1.03

班级   0.27   0.76

园艺疗法 −0.56 −1.12

注意力 0.31 0.10 0.81

年龄 −0.28 −0.78

性别 −0.21 −1.18

班级   0.30   0.84

园艺疗法   0.58   1.16

焦虑 0.31 0.09 0.60

年龄 −0.14 −0.38

性别 −0.17 −0.95

班级   0.26   0.71

注意力   0.03   0.17

园艺疗法 −0.58 −1.11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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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以通过提高注意力来降低焦虑
[47]

。因此本研

究在注意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园艺疗法−
注意力−焦虑”模型，认为注意力在园艺疗法对焦

虑的作用中作为中介变量存在。但本研究的中介检

验结果并不显著，针对该结果，笔者认为可能是由

于实验现实性的原因，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量

差异过大，因而无法验证中介变量。 

3. 对照组样本量略少

本研究中，对照组的样本量带来的影响可能表

现在：首先，样本量略小的情况下，发生第二错误的

概率会更大，降低统计效能。其次，实验组样本量是

对照组的 6 倍，样本比例不平衡，这样大的差异会在

一定程度上有违均衡原则，降低结果的可靠性。样

本差异可能会使对照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对照组

较少的样本量可能使得该组所包含的特征过少，很

难提取出规律，使用此数据建立起的模型，准确性

也会降低。最后在中介检验中，对照组的样本量缺

少，可能会使该类变量下的潜在因素变多，使得中

介检验结果受到混合因素的影响，产生较大的偏

差。同时在样本量较少时，中介效应估计的误方差

会较大。尤其对等级数据来说，若想要得到更为准

确的参数估计，对样本量的要求会更高。因此，在未

来实验中，需要加大样本量，并且严格对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样本进行控制，以提高统计效度，更加客

观和严谨地验证中介模型是否成立。 

四、研究三：园艺疗法作用于

焦虑的质性分析
 

（一）研究目的

研究三基于研究二在实施园艺团体辅导过程中

所得有关绘画分析、观察和访谈的结果，对数据进

行整理后，分析园艺疗法对小学生焦虑的干预效

果，探究园艺疗法的内在作用机制。 

（二）研究方法 

1. 绘画分析法

在团辅开始前对实验组的学生进行房−树−人绘

画测验，参考《心理画》
[56]

一书对其心理状态进行分

析。根据心理分析结果筛选出有焦虑症状的焦点个

体，在团辅过程中进行持续重点的关注。 

2. 观察法

在征求学生和学校同意后对团辅过程进行拍照

记录，以电子档案的形式保存并在分析讨论的时候

作为研究材料。 

3. 访谈法

结合前测数据分析结果、绘画分析结果以及观

察记录、园艺作品等资料，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成员

进行个体访谈。访谈之前告知被试需要录音和访谈

目的，访谈过程围绕与研究目的相关的 10 项内容展

开，访谈结束后将录音转化为文本并按条目整理分析。 

（三）结　果

共采访实验组被试 18 名，收集到被试的房−树−
人绘画 30 份，根据《心理画》

[56]
一书中所述标准，判

定 6 名被试有焦虑倾向。 

（四）分　析 

1. 园艺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

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在园艺活动的过程中，活动

室内总是充满了学生们的笑声，绝大多数学生都表

现得十分投入和开心。有人因为好看的花朵而开

心，有人因为完美的作品而开心，还有人因为一些

搞笑的意外而开心。在活动结束后的访谈中，学生

们也都真诚地表达了活动过程中“激动”“开心”的

内心感受，进一步验证了园艺疗法能够给人带来愉

悦的心情。 

2. 园艺活动能够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访谈结果显示，参加园艺活动使得学生们的动

手能力有所提高，在遇到问题时多数人会选择向身

边的同学寻求帮助。以团辅形式发挥作用的园艺疗

法非常强调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植物的娇嫩要求

学生们细心、灵巧地进行操作，园艺手工的多样性

则要求学生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个以

小组为单位互相帮助、共同进行的实践过程中，学

生们的问题解决能力也就因此而逐渐提升了。 

3. 园艺活动能够提升注意专注程度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园艺团辅活动能够显著提

升注意力。结合访谈结果，大多数学生表示自己能

够集中注意力专注于活动本身。园艺活动具有任务

性质，学生们在创作园艺作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力

的投入。这种注意力不同于在学习时使用的消耗能

量的有意注意，而是一种无意注意。在亲近植物的

过程中，学生们感觉有兴趣，觉得被吸引，不需要消

耗大量的能量就能够集中注意力，并且还能够缓解

有意注意消耗带来的疲劳。正如访谈中刘同学所说

的“感觉自己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会比之前好一点

儿”，进一步说明了园艺疗法能够产生提高注意力的

效果。 

4. 园艺活动能够缓解焦虑

通过观察房−树−人绘画测验分析结果和前测焦

虑值统计筛选出的个体，发现这些个体在活动过程

中非常投入，常常保持着愉悦的情绪，并认为自己

各方面的状态都有所改善。专注于园艺活动，能够

使学生们暂时地远离烦恼，并且在活动结束后的一

段时间内保持更轻松的状态。长时间有规律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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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活动，集中注意力，不断学会自我放松，就能够

达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的目的。 

5. 园艺疗法的效果得到认可

访谈过程中不少同学表示，这次园艺活动拉近

了自己与绿色植物的距离，重新认识和体会了其价

值与魅力，感觉自己“知识面扩大了”“动手能力提

高了”。钟同学更表示“以后有这样的活动还想参

加”，这些都说明园艺疗法的效果在学生们心中得到

了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对其在缓解焦虑方面效果的

认可，使得园艺疗法的价值不再只是以单薄的数据

形式呈现，而是植根于研究者及参与者心中。 

五、综合讨论
 

（一）创新之处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关于园艺疗法的

干预和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老年人群体、大学生群

体和精神病患者，而对年龄较小的身心健康的小学

生群体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本研究针对小学生群体

在学习生活中最容易出现的“焦虑”以及“注意力”

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将园艺疗法的理论和实践与

实际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丰富了我国园艺疗法的理

论与应用。

结合心理学与园艺学的相关知识，研究者创新

设计了针对小学生焦虑降低以及注意力提高的园艺

疗法团体辅导方案，探究了园艺疗法对焦虑影响的

内在作用机制并验证了其效果的显著性。

园艺疗法对焦虑的作用建立在对小学生注意力

的恢复上，是通过提高注意力来缓解焦虑情绪的，

过往的研究发现了园艺疗法对焦虑和注意力的作

用，但并未将其联系起来挖掘内在关系。本研究的

结果可以为前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方

法，以联系而非独立的角度看待自然对人的影响，

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

本研究所设计的园艺治疗团体辅导方案为小学

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可操作

的范本，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可以

满足现阶段小学课程的多样化需求。 

（二）研究推广与运用

校内心理辅导老师或校外心理咨询机构可以在

小学校园内开展园艺疗法团体辅导课，以“线下+线
上”两种模式进行。可以以本研究所采用的园艺疗

法团体辅导方案为基础，根据校园内园艺操作场地

和师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出有效的、多

维的跨地域、跨时间的园艺疗法团辅方案。如以本

研究的团辅方案为例，“线下”模式增加多肉种植

园、插花和微景观等可以使学生真实接触绿色植物

的手工活动，并且可以适时地提高活动开展频率，

延长活动时间，丰富活动内容，注重活动开展的有

序性和连贯性，为未来的研究提高外部效度。同时

增加“线上”模式的园艺疗法团体辅导云活动，依托

“互联网+”技术和云端平台，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

测量工具和指导，不仅可以提高未来园艺疗法研究

的内部效度，还会打通老师、学生、校园三者之间因

自然或人为原因而导致的空间障碍，构建一个全新

的“互联网+”园艺生态体系，定点定向推出一系列

的园艺制作教学的活动直播和互动问答。

以服务教学机构和学校为导向，以移动端 APP
和 PC 端为搭载平台，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石，

构建新型心理基础设施架构，可以利用“线上+线
下”的协同模式，将园艺疗法作为 To C 产品（面向用

户端的产品，此处用户可为小学生），将移动端 APP
或 PC 端软件生态作为 To B 产品（面向企业的产

品，此处可为学校或其他教辅机构），扩大园艺疗法

在教学机构的覆盖面，提高协同协作的效率，更好

地服务于学生和教学机构。同时将国内外园艺疗法

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优化整合并最终达到本土化发

展，进一步增强中国园艺疗法的影响力并逐步扩展

国际协作，提高园艺疗法课程的专业性和多元性。 

（三）研究不足与改进

园艺团体辅导方案的实施操作对研究结果有重

大影响。在本研究中，园艺团辅活动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由于主试是大学生，对于如何指导小学生

被试活动缺乏经验，因此在活动中出现了人员控制

混乱的场面。第二，由于在活动中实行的是自由选

择材料的方式，导致了被试争夺材料的情况出现，

有可能影响活动的效果。第三，由于活动时间接近

期末，在整体活动进程中，有一至两周的活动间断。

第四，由于场所的局限性，使得注意力测试和焦虑

问卷填写时的环境都是较为嘈杂的。最后，也是因

为环境局限，使得活动的分组方式为就近分组，而

该活动全体成员并不是同一班级甚至不是同一年

级，由于亲疏程度的差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活动效果的差异性。

就以上不足，在未来活动中可以有以下的改

进。首先，在活动之前，对主试先进行团辅培训，以

便能在活动过程中注意活动情况和进程的把控。其

次，充分且多样地准备活动材料，采用平均分配的

方式对材料进行分配。第三，尽量对全程活动的时

间做好连续性的安排，避免活动中断的情况发生，

保证团辅活动的效果。第四，保证施测环境的安静，

注意力测试和焦虑情况的测量需要在无干扰的环境

下进行，否则无法得到准确的结果。最后，尽可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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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随机分组，以确保活动效果基本一致，以及前后

差异是由活动本身带来的，而不是其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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