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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背景下海南民宿设计研究
何　明　李琳玲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1127）

摘要：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之下，旅游业有了更大发展。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近年国内的特色小镇迅速崛起，小镇旅游成为了乡

村小镇发展的特色之一，随之发展的民宿数量不断攀升。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举措之一，可带动乡村经济，民宿设计关乎游

客体验，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旅游是否成功。本文以乡村旅游为背景，对海南民宿设计展开了研究，以期既能体现海南特色，也

可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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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

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了要加大力度开发乡村民宿。

近期，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则在此明确要开发旅游休闲农业与特色

乡村项目，同时还要打造富有特色的乡村民俗，就此开展乡村住

宿与养老等服务。由此可知，政府在政策上对乡村民俗开发予以

了大力支持，更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为海南乡村旅游提供了契机。

本文选择了海南民宿为切入点，对乡村旅游下海南民宿设计展开

了研究。

一、民宿的分类概述

（一）琼北民宿

1. 火山石民宿。海南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传统火山石民宿大

部分分布在海口、澄迈等地区。该区域属于亚热带潮湿季风气候，

降雨量大，且台风盛行。由于火山爆发，此时可给周围提供大量

建筑材料。火山石民宿源于火山石民居，火山石民居为可生长民居，

是以家族男丁发展逐步而起的院落，当生长到五进后又从旁边再

起一个院子或在后面设路后起院子，最终形成火山石民居。

2. 多进合院民宿。海南民宿因为与国内其他汉族地区的住宅

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都具有合院式格局、主体建筑对称性

布置的特点。海南民宿以琼北地区的相关文化为特点，在不断地

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风格，与大陆地区传统的建筑有别。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化，以及与海南地区气候、人文历史因素的

融合，形成了多进合院民宿，并在当地广泛传播。

（二）琼中民宿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我们描绘了悠闲的

田园风光，更是营造了一种静谧的氛围。在琼中，云雾缭绕的山

间庭院中摆放圆桌，远方游人与民俗主人各自于瓦片之下栖身，

推杯换盏间，几杯浓醇的山兰酒便慷慨入肚。相较于度假酒店，

乡村民俗让游客畅游在大自然之中，去除了都市的繁华与喧闹，

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如琼中的代表性民宿，什寒民宿、学而山房、

鸭坡·盒子书房等。

（三）琼南民宿

1. 崖州合院民宿。崖州合院民宿的建筑风格与格局构造，深

受闽南地区与广府住宅的影响。加上崖州地区的气候处于常年干

热，且雨季常迎暴雨，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接檐型民宿。

2. 疍家渔排民宿。疍家人生活于我国的南部近海捕捞，常居

于船上，并且漂泊不定，有一定的特殊性。发展至今，疍家人借

助邻水优势，大力应用水路发展养殖业，并在渔排上开展了养殖

生产，渔排房屋由此形成。

二、民宿设计原则

（一）绿色低碳设计原则

绿色低碳是现在很多领域追求的目标之一，未来民宿设计也

应该纳入这一原则。民宿建材上，要尽可能挑选绿色屋顶或墙面，

给游客提供身临自然之感。为解决能耗问题，还可引入自然光与

通风系统，以追求低碳环保。

（二）可持续性原则

民宿建造与应用并非为了短期使用，而是可长期应用。未来

的设计之中，设计人员还应从可持续性方面考量。例如，民宿中

可采用节能减排和资源回收的方式，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三）民族文化核心原则

如上述所说，各地民宿融合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因素。为突出

海南地域特点，设计人员可在设计中引用具有海南特色的元素，

使其成为民宿的亮点。民宿既是展示文化的窗口，也是给游客展

现当地风土人情的手段。通过融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可赋予民宿

新的生机。

（四）主题多样性原则

传统民宿通常仅提供住宿，但民宿作为当地的“名片”，不

只是具有此功能，还有传播文化、树立品牌的作用。未来的民宿

设计可从主题多样化方面入手，结合游客需求，打造不同的民宿

主题，如海洋文化、科技创新等。

三、特色民宿设计策略

（一）细节要素下的设计对策

1. 选址设计。相较于传统住宿场所，民宿的特点就是亲近大

自然。特色民宿的设计中，选址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宿选址既要

选择环境优美采光通风较好的人居场所，更要有便捷的交通和完

善的基础设施。另外，海南可结合当地独有的地势与风景，设计

民宿结构，如连理枝民宿就是依托海口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和机

场相距半小时车程，民俗风格则是以江南为主，青砖外墙，原始

古朴，别有一番滋味。

2. 视觉识别系统设计。

（1）契合主题命名。民宿设计应该独具特色，让人难以忘记。

一般来说，民宿的命名会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或是乡土文化，由

此所起的名称更加贴合自然，给人别样感觉。如大里黎家民栈，

结黎家特色简餐、饮品、露营帐篷出租等为一体，为游客展现了

黎族的风土人情。走进民宿，可感受到静谧安逸却优雅十足，居

住环境呈现原生态，使田园风光跃然眼前。

（2）设计特色 LOGO。民宿除了主题契合外，为吸引游客，

还可设计特色 LOGO。一般的民宿标识包括中英文与个性图标，

中英文字形更加飘逸，而图标设计则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海

南的五月琚精品民宿，穿过大堂来到中庭，仿佛是第二世界的一

扇门，复古的铁式旋转楼梯，楼梯旁边一个散发着克制光芒，玫

瑰金色的圆形大 LOGO“五月琚”，更是包含了主人对民宿的期盼。

3. 建筑细节设计。民宿建筑设计中应该根据功能，给游客设

置不同区域，以此体现各个区域的功能。民宿中主要包含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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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庭院和后勤服务区，每个区域的功能明确，既保证了主客

流线，也可保障私密客房不会被打扰。公共区域通常以供游客休

闲娱乐，客房主要是给游客提供不同风格的住房服务。服务区域

主要是给游客提供餐饮、卫生与互动体验。这些设计缺一不可，

相互辅助下构成完整的民宿建筑体系。

（二）建筑空间下的设计对策

1. 公共区设计。

（1）可达性强、灵活可变、重视内外空间融合的餐饮空间

民宿需要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这是民宿服务的基本要求，

因此，有必要注重对民宿餐厅空间方面的设计和布置。餐厅位置

一般位于民宿入口处，不仅能够保证经营便利，还能够最快提供

餐饮服务。民宿深受乡村旅游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旅客数量也在

不断变化，因此，民宿餐饮空间需要依据不同的旅客需求来灵活

调整。

（2）尺度适宜、功能互动、兼具私密性、安全感的公共活动

空间民宿公共活动空间可以依据实际需求来进行多样化设计，其中

可以划分为不同区域，比如接待区、休闲区、游戏区等等，但是需

要有充裕的面积来容纳这些活动空间。在民宿公共活动空间内，不

同区域之间应是紧密联系且频繁互动的。因此，设计人员在设计时

需要通过流线引导或是软装家具来构建空间边界，以此来明确不同

区域的不同功能，最终构建成丰富的整体。公共活动空间设计过程

中，还应尽量满足部分游客交谈、休憩时的隐秘需求，因此，在设

计开放性空间的同时，还应设置私密性空间。比如可以借助格栅、

家具子啊活动空间的角落围起来，或者可以让实墙与开窗结合起来，

从而能够使得游客在自由的空间内获得安全感和庇护感。

2. 客房区设计。民宿与城市建筑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民

宿建设用地较为宽阔，因此，除去保证客房设计尺度合理，还应

适当放大其面积，并减少隔墙使用，借助家具或是软装来分隔不

同区域，最终能够使得客房更加流动开敞。除此之外，民宿选地

多是处于景观优美的区域，因此，在设计客房时可以着重引导外

向景观视线，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采光，比如建设休息平台、设

置合理的窗地比等等，进而能够打造别致舒适的民宿效果。但是

对于客房设计来讲，若是过度追求自然景观，则容易让游客感到

缺乏安全感，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合理控制客房的开窗面积。综

合来讲，设计师只有设计出流动开放、景观优美、安全可靠的客

房才能够让游客有着更好的体验感和庇护感。

（1）迎合民宿主题的客房装饰。民宿一般会有着自身独特的

主题风格，其中有着能够彰显文化素养、展示制作工艺、传达浓

厚情感等风格的设计，客房空间是民宿设计中主要的环节，因此，

需要充分表达民宿主题，其中包含墙体材料、顶部构件、把手设计、

饰品摆放等内容，均可以强化民宿主题表达效果。

（2）避免使用率低的家具选用。多数乡村自身位置与市区之

间的距离较远，因此，选择到民宿旅游的旅客多是自驾游，不会

携带太多行李。民宿旅游有着休闲、放松的特点，多数游客会选

择外出观光，很少游客会选择民宿办公，因此，与其他普通城市

商务酒店对比，民宿客房室内设计可以适当缩小写字台或是衣柜

尺寸，或者使用其他软装来替代这些家具。

（3）体现人性化、保障舒适度的细节设计。电源插头数量和

位置、卫生间空间和设计、室内温度和湿度、整体色调选择、行

李摆放空间等方面的设计均需要充分体现人性化这一特点。此外，

客房在选择床垫、卫生用品时，不应因为追求节约资金或是营造

氛围而降低其舒适度，需要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3. 后勤服务区设计。

（1）保障私密性的主人生活空间。一方面，若是将主人生活

空间设置在民宿内部，则需要避免民宿主人与游客之间的相互交

叉，因此，可以将主人生活空间设置在不同楼层，与游客区别开来。

但是在设计时，若是无法满足分层设置的要求，则需要选择角落

或是走廊尽头的位置来划为主人生活空间，其中还可以通过绿植、

屏风、标语等方式来告知游客该空间属于禁区，进而能够保证主

人生活的私密性。另一方面，若是最大程度上保证民宿主人生活

空间的私密性，则可以将该空间设置在民宿外部，在民宿内只是

开展日常工作，但是这种模式容易影响民宿的家庭氛围塑造。

（2）环保、高效、便捷的公用型厨房空间。民宿厨房空间设

计和内部布置需要选择在相对隐蔽且空气流通的位置。与普通居

民建房有所不同，民宿厨房需要满足旅客和民宿主人的饮食需求，

因此，在进行民宿改造时，若是厨房空间较小则很难满足游客就

餐需求，此时，便可以结合民宅其他空间，来放大厨房面积，进

而能够布置宽松的操作台。

（3）避免空间浪费的辅助空间。民宿设计过程中，还可以充

分利用楼梯底部和厨房一侧，借此空间来设置不同的功能空间，

比如可以设置为杂物室、储藏室等等。在进行公共卫生区域设计时，

一般会给客房配备卫浴设施，因此，可以在满足游客在公共区域

活动时所需的基础上，适当减小该部分的面积使用。

（三）外部空间下的设计对策

1. 入口空间设计。入口设计影响着游客对民宿的第一印象，

一般情况下，民宿位置选择多是在村落之内， 与其他民宅挨着，

因此，游客在经过乡间道路达到民宿门口时，入口空间的巧妙设

计能够发挥其引导和过渡的作用。

2. 庭院空间设计。结合笔者的民宿调研结果可知，北方多是

选择围合式内向庭院，南方多是选择开敞式外向庭院，但是空间

多为公共性质，仅有部分庭院对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进行了明确

划分。除此之外，部分设计师在设计公共活动空间时，可以通过

高差、铺装、廊架等方式来细分不同空间。庭院铺地作为主要界

面之一，民宿庭院铺地材料选择上，很少采用硬质铺装，多是以

当地方便获取的材料来铺地。而庭院围墙则属于另外一个主要界

面，在选择材料或是工艺时，应更加注重对本地特殊材料和特色

工艺的使用，比如原木搭建的矮墙或是青石堆砌的挡墙等。

三、结束语

独特地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海南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

特色。乡村民宿作为影响乡村旅游的关键场所，应该融入更多的

地域文化，以此展现民宿特色。本文以海南地区的民宿为例，结

合乡村旅游背景，希望通过有效设计，助推当地的乡村发展，构

建属于海南当地的“第二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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