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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為讓公眾認識表達藝術治療的效果，香港表達藝術治療服務中心(本中心)與香港中文

大學心理學系合作，評估本中心推行之《藝術生命軌跡》表達藝術治療多元種族活

齡社區計劃2023-2024年度的服務成效。此報告小冊子簡要地總結了研究結果。 

服務介入手法：表達藝術治療簡介 

本中心服務以表達藝術治療作為主要心理治療及情緒支援的介入手法，參加者透過

藝術抒發情緒，發掘內在資源，並連結社區作相互支援。表達藝術治療是一種融合

視覺藝術、音樂、 戲劇、舞動及文字創作等藝術媒介的治療模式，透過藝術參與及

創作達至身、心、靈治療效果。表達藝術治療是一種心理治療方式，提供了非語言

的表達及溝通機會，並為參加者提供安全的空間與媒介抒發情緒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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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簡介

《藝術生命軌跡》表達藝術治療多元種族活齡社區計劃旨在針對在香港居住的少數

族裔長者及華裔長者，提供跨文化的情緒支援和生死教育資源。少數族裔長者由於

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往往缺乏足夠的情緒支援和生死教育，這可能導致他們在處

理個人情緒和生命成長問題上感到無助。本計劃透過表達藝術治療，包括視覺藝

術、音樂、舞蹈等方式，打破語言和文化上的限制，幫助長者們紓緩焦慮和抑鬱，

並促進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之間的互動，推動不同文化的長者以開放的心態互相學

習和理解。本計劃亦組織展覽，讓長者展示其藝術創作，加強與公眾的互動，建立

共融社會。

主要計劃活動：

1.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

2. 表達藝術治療照顧者紓壓小組

3.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

4. 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生命交流工作坊 

5. 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

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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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效評估

2.1 評估工具

針對多節次活動（如六節小組），成效評估採用了前測與後測設計，邀請參加者在

服務開始前及結束後填寫評估問卷，衡量其精神健康意識、知識、生死相關情緒及

社會功能與日常能力的變化。對於單次性活動（如展覽工作坊），則採用單次後測

設計。服務結束後，所有參加者均被邀請評估他們對服務的滿意度。

精神健康

此為自創問卷（參考以下表１及表２），總共七條題目，用於測量他們對情緒健康

的意識及知識。受訪者被要求以分數評價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問卷中的

陳述，同意程度為１至６分，１為完全不同意，６為完全同意。

 表⒈ 情緒健康問卷（用於前測後測設計）

 

 

 表⒉ 情緒健康問卷（用於單次後測設計）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2. 我感覺良好

3. 我留意自己的情緒

4. 我知道表達情緒的方法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6. 我對情緒了解很多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2. 我感覺良好

3. 我更加留意自己的情緒

4. 我學到表達情緒的方法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6. 我對情緒了解更多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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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此為自創問卷（參考以下表３及表４），總共三條題目，用於測量他們生死主題

相關的情緒。受訪者被要求以分數評價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問卷中的陳

述，同意程度為１至５分，１為完全不同意，５為完全同意。

 表⒊ 生死主題相關情緒問卷（用於前測後測設計）

 表⒋ 生死主題相關情緒問卷（用於單次後測設計）

社會功能及日常任務能力

使用的測量工具為工作和社會適應量表 (W-SAS)1 ，用於評估困擾對社會功能及日

常任務能力的影響，總共有五條題目。受訪者被要求以分數評價困擾有多大程度影

響他們。

文化共融

此為自創問卷（參考以下表５），有一條題目，用於測量少數族裔對於本地群體對

他們的態度的主觀感受。受訪者被要求以分數評價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

問卷中的陳述，同意程度為１至６分，１為完全不同意，６為完全同意。

 表⒌ 文化共融問卷

1 翻譯自Mundt, J. C., I. M. Marks, et al. (2002). “The Work and Social Adjustment 
Scale: A simple measure of impairment in functioning.” Br. J. Psychiatry 180: 461-4.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1. 我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2. 我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3. 我對生死主題感到焦慮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1. 我更加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2. 我更加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3. 我對生死主題相關的焦慮減少了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1. 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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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滿意度

此為自創問卷（參考以下表６），總共八條題目，用於測量服務使用者在使用服務

後的滿意程度。受訪者被要求以分數評價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問卷中的

陳述，同意程度為１至６分，１為完全不同意，６為完全同意。

 表⒍ 服務滿意度問卷
服務範疇⋯

1. 編排及形式適合

2. 教材及內容豐富

3. 導師用心教學

4. 内容能激發思考

5. 新穎有趣

6. 設施令人滿意

7. 地點令人滿意

8. 整體而言令人滿意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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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

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4.95 5.71 +15% 0.000

2. 我感覺良好 5.37 5.76 +7% 0.002

3. 我留意自己的情緒 5.27 5.78 +10% 0.000

4. 我知道表達情緒的方法 5.24 5.78 +10% 0.001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4.90 5.76 +17% 0.000

6. 我對情緒了解很多 5.22 5.76 +10% 0.000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5.46 5.93 +8% 0.000

平均 5.20 5.78 +11% 0.000

註：同意程度為1-6分，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有點不同意；4 = 有點
同意；5 = 同意；6 = 完全同意；雙尾成對樣本 t 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顯着；
共有n = 41 名受訪者

2.2 評估結果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及照顧者紓壓小組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及照顧者紓壓小組，以藝術的方式為有情緒困擾的少數

族裔長者，及面對壓力的少數族裔照顧者提供６節的心理治療。共計41位少數族裔

參加者參與了前測與後測的評估。

結果顯示，參加者在全部情緒健康指標上均有統計學上顯著的提升（表７）。例

如，參加者在「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這一項的得分增加了15%，顯示出他們能

更自如地通過藝術表達內心情緒。此外，在「我感覺良好」和「表達藝術幫助我改

善情緒」兩個指標上也分別提升了７%和17%，顯示了表達藝術治療對他們情緒改

善的有效性。

 表⒎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及照顧者紓壓小組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 

 情緒健康之評估

除了情緒健康有所提升，參加者的社會功能及日常任務能力亦同樣地有顯着增強 

（表８）。無論在家庭管理、社交活動、興趣及家庭關係，受困擾程度均減少了三

至四成。這表明，表達藝術治療在減輕情緒負擔、增強社交能力和改善日常任務管

理上取得了積極效果。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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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面對的困擾有時會影響他們在生活中

完成某些日常任務的能力。為評估您所面對

的困擾，請查看每個部分，並根據提供的選

項來選取你的困擾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了你進

行日常任務的能力。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工作（如果你已退休或因與你的問題無關

的原因而選擇不工作，請選擇不適用。）
N/A N/A N/A N/A

2. 家庭管理（清潔、整理、購物、做飯、照

顧家庭／兒童、支付賬單等。）
1.97 1.26 -36% 0.020

3. 社交活動（與其他人的活動，例如聚會，

酒吧，郊遊，娛樂等。）
1.64 1.18 -28% 0.037

4. 興趣（獨自完成的活動，如閱讀、園藝、

縫紉、愛好、散步等。）
1.65 1.03 -38% 0.043

5. 家庭關係（與他人建立和保持密切的關

系，包括與我生活在一起的人。）
1.90 1.18 -38% 0.011

平均 1.74 1.09 -37% 0.003

註: 由於絕大部份參加者已退休或沒有工作，所以對工作的影響剔除在成效分析之
外；影響程度為0-8分，0 = 完全沒有影響；2 = 略有影響；4 = 有一定的影響； 
6 = 有明顯的影響；8 = 很嚴重的影響；雙尾成對樣本t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顯
着；共有n = 40 名受訪者

 表⒏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及照顧者紓壓小組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社 

 會功能及日常任務能力之改變

此外，參加者在「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這一項的平均得分提升了13% 

（表９）。這表明該活動不僅促進了個人情緒的紓解，還幫助少數族裔長者提升了

對本地社區的歸屬感和支持感，從而加強了社區共融。

 表⒐ 表達藝術治療情緒紓緩小組及照顧者紓壓小組少數族裔參加者在使用服 

 務前後對本地社區的態度之改變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

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 4.90 5.56 +13% 0.002

註：同意程度為１-６分，１=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有點不同意；４= 有
點同意；５= 同意；６= 完全同意；雙尾成對樣本ｔ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顯

着；共有ｎ= 41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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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透過６節治療小組，加強長者的生死教

育，並讓他們表達對生死相關的想法、情緒及感受，在情緒抒發當中減低對死亡的

焦慮。共計53位參加者填寫了前測後測評估，當中28位為少數族裔及25位為華裔參

加者。結果顯示，小組不僅促進了他們的情緒健康，更協助長者面對生死的情緒。

首先，參加者在「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我感覺良好」及「表達藝術幫助我

改善情緒」等項目中，得分均增長了12至18%（表10），這顯示他們在參加活動後

整體情緒有所改善，焦慮感降低。

 表10.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情緒 

 健康之評估

在處理生死相關情緒的能力方面，「我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的得分提升

了18%，而「我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的得分提升了21%（表11）。這

表明，參加者在參加本小組後，對與生死相關的情感更加覺察，並且能夠以藝術作

為工具，更好地表達這些情緒。雖然「我對生死主題感到焦慮」這一項的得分下降

了12%，但焦慮的減少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這可能是因為生死議題本身具有

深層的情感挑戰，並非短期內能完全解決。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

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4.60 5.45 +18% 0.000

2. 我感覺良好 5.00 5.60 +12% 0.000

3. 我留意自己的情緒 5.04 5.60 +11% 0.000

4. 我知道表達情緒的方法 4.92 5.34 +8% 0.001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4.62 5.34 +16% 0.000

6. 我對情緒了解很多 4.85 5.45 +12% 0.000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5.42 5.72 +6% 0.003

平均 4.92 5.50 +12% 0.000

註：同意程度為1-6分，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有點不同意； 
4 = 有點同意；5 = 同意；6 = 完全同意；雙尾成對樣本 t 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
上顯着；共有n = 53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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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

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我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3.87 4.57 +18% 0.000

2. 我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3.68 4.45 +21% 0.000

3. 我對生死主題感到焦慮 3.21 2.83 -12% 0.072

註：同意程度為1-5分，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中立；4 = 同意；  
5 = 完全同意；雙尾成對樣本t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顯着；共有n = 53 名受
訪者

 表11.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生死 

 相關情緒之改變

除了情緒表達能力的提升，該小組還對參加者的社會功能和日常任務能力產生了積

極影響。參加者在家庭管理、社交活動、興趣及家庭關係方面的困擾有顯著減少，

尤其是在社交活動的改善上，困擾程度減少了57%（表12）。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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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少數族裔參加者在「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

持」這一項中，在後測時均選擇了最高選項「完全同意」，由前測的5.14提升至後

測的6.00，增長17%（表13）。這顯示了小組在促進少數族裔長者與本地社區的

文化融合及歸屬感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通過表達藝術治療，參加者不僅能釋放情

緒，還能夠建立一個更深的社區聯繫，並感受到來自社區的支持。

 表13.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少數族裔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 

 後對本地社區的態度之改變

人們的面對的困擾有時會影響他們在生活

中完成某些日常任務的能力。為評估您所

面對的困擾，請查看每個部分，並根據提

供的選項來選取你的困擾在多大程度上損

害了你進行日常任務的能力。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工作（如果你已退休或因與你的問題無

關的原因而選擇不工作，請選擇不適用。

）

N/A N/A N/A N/A

2. 家庭管理（清潔、整理、購物、做飯、

照顧家庭／兒童、支付賬單等。）
2.16 1.08 -50% 0.000

3. 社交活動（與其他人的活動，例如聚

會，酒吧，郊遊，娛樂等。）
2.54 1.10 -57% 0.000

4. 興趣（獨自完成的活動，如閱讀、園

藝、縫紉、愛好、散步等。）
2.22 1.25 -43% 0.000

5. 家庭關係（與他人建立和保持密切的關

系，包括與我生活在一起的人。）
2.63 1.35 -49% 0.000

平均 2.35 1.11 -53% 0.000

註: 由於絕大部份參加者已退休或沒有工作，所以對工作的影響剔除在成效分析之
外；影響程度為0-8分，0 = 完全沒有影響；2 = 略有影響；4 = 有一定的影響； 
6 = 有明顯的影響；8 = 很嚴重的影響；雙尾成對樣本t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
顯着；共有n = 51 名受訪者

 表12. 表達藝術治療「生命旅程」生死教育小組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社會功 

 能及日常任務能力之改變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

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p值
前測 後測

相差 

百分比

1. 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 5.14 6.00 +17% 0.000

註：同意程度為1-6分，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有點不同意；4 = 有點
同意；5 = 同意；6 = 完全同意；雙尾成對樣本t檢定；p < 0.05 為統計學上顯着；
共有n = 28 名少數族裔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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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生命交流工作坊

生命交流工作坊由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共同參與，透過２節的工作坊，讓來自不同

文化環境的長者獲得開放的機會認識不同的生死文化及交流對生死的感受。共計64

位參加者填寫了後測評估，當中36位為少數族裔及28位為華裔參加者。

根據評估結果，參加者對多項情緒健康指標都高度同意（表14）。97%的參加者表

達同意「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平均分達到5.63。同樣，在「我感覺良好」

這一項中，98%的參加者表達同意，平均分達到5.70。這些結果顯示出工作坊在情

緒紓緩方面有極大的幫助。此外，100%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留意自己的情緒」和

「我知道表達情緒的方法」，顯示出藝術作為一種跨文化的表達方式，有效地促進

了參加者的情緒表達與自我認知。

 表14. 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生命交流工作坊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後對情緒健康之 

 評估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5.58 97%

2. 我感覺良好 5.70 98%

3. 我更加留意自己的情緒 5.67 100%

4. 我學到表達情緒的方法 5.61 100%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5.63 97%

6. 我對情緒了解更多 5.59 98%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5.86 100%

平均 5.66 98%

註：同意程度為１-６分，1  =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有點不同意； 
４= 有點同意；５= 同意；６=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４-６分選項；共有 
n = 64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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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死相關情緒方面，89%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更加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

緒」，86%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更加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了」及84%

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對生死主題相關的焦慮減少了」（表15）。這些結果顯示

出工作坊在引導參加者處理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方面及在紓解參加者的生死焦慮方

面，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效。

 表15. 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生命交流工作坊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生死相關 

 情緒之改變

最值得強調的是，所有少數族裔參加者在「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這一項

中均選擇了「完全同意」，平均分達到6.00（表16），顯示出工作坊在促進少數族

裔參加者與本地社區的文化融合和歸屬感方面表現尤為突出。這一結果亦支持藝術

表達不但能紓解情緒，也能加深了跨文化之間的聯繫。

 表16. 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生命交流工作坊少數族裔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 

 本地社區的態度之改變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 6.00 100%

註：同意程度為１-６分，１=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有點不同意；４= 有點
同意；５= 同意；６=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４-６分選項；共有n = 36 名少數族

裔受訪者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更加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4.61 89%

2. 我更加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了 4.61 86%

3. 我對生死主題相關的焦慮減少了 4.52 84%

平均 4.58 81%
註：同意程度為１-５分，１=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中立；４= 同意；  
５=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4-5分選項；共有n = 64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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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

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讓參加者觀賞由少數族裔及華裔長者創作關於生死的

藝術作品後，為自己的生命及死亡作出自我探索。這次工作坊的參加者範圍廣泛，

從年輕的學生到60歲以上的退休長者，反映了本項目對不同年齡層的包容性和吸引

力。後測評估共計有47位參加者填寫，當中45位為華裔及2位為少數族裔。

評估結果顯示，參加者透過這次展覽和工作坊在情緒健康方面受益良多（表17）。

例如，98%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平均得分為5.17。同

樣，分別有96%和98%的參加者表示同意「我感覺良好」和「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

情緒」。在情緒覺察方面，98%的參加者同意「我留意自己的情緒」和「我知道表

達情緒的方法」這兩項，平均得分分別為5.23和5.13，表明參加者通過這次活動學

會了更好地關注和管理自己的情緒。這一結果顯示，透過參與展覽及工作坊，參加

者亦能紓緩情緒及促進自我認識與情緒表達。

 表17. 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後對情緒健康之評估

在 與 生 死 議 題 相 關 的 情 感 管 理 上 ， 本 活 動 雖 然 在 此 部 分 的 得 分 較 其 他 活

動 低 ， 但 活 動 亦 取 得 了 重 要 的 成 效 （ 表 1 8 ） 。 8 3 % 的 參 加 者 表 示 他 們

在 活 動 後 「 更 加 留 意 到 與 生 死 主 題 相 關 的 情 緒 」 ， 平 均 得 分 為 4 . 2 0 。 

83%的參加者表示「更加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了」。此外，74%的參加

者表示「對生死主題相關的焦慮減少了」。這表明，透過這個活動，參加者更能坦然

和健康地面對生死議題。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可以用藝術表達自己 5.17 98%

2. 我感覺良好 5.23 96%

3. 我留意自己的情緒 5.23 98%

4. 我知道表達情緒的方法 5.13 98%

5. 表達藝術幫助我改善情緒 5.23 98%

6. 我對情緒了解很多 5.15 98%

7. 情緒及精神健康是重要的 5.49 100%

平均 5.23 100%
註：同意程度為1-6分，1  = 完全不同意；2 = 不同意；3 = 有點不同意；4 = 有點
同意；5 = 同意；6 =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4-6分選項；共有n = 47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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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8. 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生死相關情緒之改變

與其他活動一樣，展覽及工作坊不僅對個人的情緒健康有幫助，還促進了少數族裔參

加者與社區成員之間的聯繫，他們均表示「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表19）。

 表19. 生命旅程作品展覽及工作坊少數族裔參加者在使用服務前後對本地社區 

 的態度之改變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感到被本地社區接納和支持 5.00 100%
註：同意程度為１-６分，１=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有點不同意；４= 有
點同意；５= 同意；６=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４-６分選項；共有n = ２名少數
族裔受訪者

請根據你對自己的觀察，選擇你多大程度同意以下句子。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我更加留意到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 4.20 83%

2. 我更加能夠表達與生死主題相關的情緒了 4.07 83%

3. 我對生死主題相關的焦慮減少了 3.93 74%

平均 4.07 72%
註：同意程度為１-５分，１= 完全不同意；２= 不同意；３= 中立；４= 同意；
５= 完全同意；同意比率包括４-５分選項；有n = 47 名受訪者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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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滿意度

綜合而言，共計259名來自不同族裔及年齡層的參加者在完成服務後參與了滿意度評

估（表20）。結果顯示，參加者對《藝術生命軌跡》表達藝術治療多元種族活齡社區

計劃的滿意度極高，計劃成功滿足了不同族裔及年齡層的情感需求和社會需求方面。

根據滿意度調查的結果，99%或以上的參加者對活動的整體編排、內容及形式都表

示了高度滿意。這表明，無論是活動的時間安排、內容設計，還是活動的形式都符

合參加者的期望。99%的參加者表示活動「新穎有趣」，這顯示出活動設計能成功

地激發了參加者的興趣，特別是對於平時較少接觸藝術創作的長者來說，這種新穎

的形式極具吸引力。此外，全部參加者認為「内容能激發思考」，這不僅表明表達

藝術治療對於情緒紓緩的效果，還反映了它能夠幫助參加者進行更深層次的自我反

思，能夠引發思考並幫助他們應對生活中的情感挑戰。

 表20. 參加者對服務各範疇之評價

這些數據顯示，本計劃不僅在幫助少數族裔長者紓解情緒、提升情感覺察能力和增

進社區共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還在提供一個新穎、有趣且深具啟發性的環境中

滿足了他們的需求。

服務範疇 平均值 同意比率

1. 編排及形式適合 5.65 99%

2. 教材及內容豐富 5.67 99%

3. 導師用心教學 5.79 100%

4. 内容能激發思考 5.68 100%

5. 新穎有趣 5.66 99%

6. 設施令人滿意 5.62 99%

7. 地點令人滿意 5.65 99%

8. 整體而言令人滿意 5.71 99%

平均 5.68 99%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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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

《藝術生命軌跡》表達藝術治療多元種族活齡社區計劃在促進少數族裔和華裔長者

的情緒健康和社區共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活動通過藝術創作，成功幫助參加者

突破語言和文化的限制，促進了情感表達和心理健康的提升。無論是情緒紓解、情

緒覺察，還是生死議題的探討，參加者均表示活動對他們有正面的影響。

由259名服務使用者的評估數據所顯示，99%或以上參加者對活動的內容、導師的

教學質素和整體設計表示高度滿意。活動不僅提供了紓解情緒的途徑，還通過生死教

育幫助參加者更坦然地面對生死這沉重的話題，從而減少與生死相關的焦慮感。參加

者的綜合滿意度達到99%，顯示該計劃在促進情緒健康和社區聯繫方面極具成效。

總括而言，《藝術生命軌跡》表達藝術治療多元種族活齡社區計劃為少數族裔和華

裔長者提供了一個安全且共融的空間，讓他們能夠通過藝術來釋放情感並增強與社

區的聯繫，並促進了社區內的文化共融。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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