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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创新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探讨

徐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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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设计创新是在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进行综合性分析的情况下进行的系统优化，在尊重科学和艺术

的基础上进行环境的美化。艺术设计创新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是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满足。但是和城市发展相比，乡

村发展的速度仍然较慢，环境艺术设计创新在乡村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不仅是城乡协同发展的需求，更是建设美丽乡

村的必然途径。本文将从艺术设计创新的相关概述入手，分析艺术设计创新及乡村振兴应该遵守的原则，探究艺术设计创新

及乡村振兴的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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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and design innovation is a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conducte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while respecting science and art to beautify the environment. The 

realization of artistic design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dual satisfaction at both the spiritual and material levels. However, 

compared to urban development, the speed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still relatively slow,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development space for 

environmental art and design innovation in rural areas. It is not only a demand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way to build beautiful rural areas.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an overview of art and design innovation, 

analyze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for art and design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art and design innov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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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乡村振兴是我国在面对农村问题提出的战略发展

目标，乡村振兴不仅仅指的是乡村经济振兴，更重要的是乡

村精神文化的振兴，其包含乡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休

闲娱乐等多个方面，只有将精神层面的振兴落实到位，才能

促使乡村振兴的目标真正的实现。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是尊

重自然发展规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利用乡村特有的生

态文化进行艺术设计，促使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加快。

1  艺术设计创新的相关概述

在经济生活越来越富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方

面的要求逐渐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已经逐渐得到质的

改善，但是生态文明建设还应该加快步伐，将艺术设计创新

和乡村振兴相结合，能够赋予乡村振兴内在精神动力，促使

乡村振兴更具生命力、精神内涵。艺术设计创新主要是对农

村的生态环境进行设计，并且充分彰显出农村的地域特色，

彰显其艺术性、特色性，将建筑室内和室外的环境进行统筹

规划，将其加以艺术结合，促使人们的居住体验更佳，审美

意识得到提高。现阶段，有很对艺术设计助力乡村振兴，将

乡村独特的艺术特色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相结合，打造出独具

特色的艺术文化村落，促使乡村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当地

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1]。例如浙江的富阳文村，其在尊重当

地的文化特色的同时，对当地的建筑景观进行改造，不但促

使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加快，还提高当地人民的审美意

识，丰富其精神，更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2  艺术设计创新及乡村振兴应该遵守的原则

2.1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对乡村的环境设计的基础是尊重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

在保证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稳定的情况下，对当地的环境进

行艺术设计创新，促进各项基础设施的优化和完善。农村拥

有大量的生态系统，在进行艺术设计创新的过程中不能将这

些原有的生态系统破坏，应该确保其能够良好的运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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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设计人员在进行艺术设计时，

应该将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整个设计周期，将其作为

艺术设计创新的基本原则，在保证生态环境系统不受到破

坏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有利于乡村生态环境优化的方案。

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因此不同地区

的艺术设计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正是当地文化建

设的独特之处，应该打造独具当地特色的景观布局，充分

发挥当地的优势，将本土资源合理利用，促使人与自然的

协调发展[2]。

2.2  坚持实用性原则

新农村的建设主要是为了让农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

为农民提供满意的生态环境，促使新农村的建设更加符合农

民心中所想。因此，农村的生态环境设计应该站在农民实际

需求的基础上，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切实改善农民的生

活质量。农村生态环境设计并不是将城市建设直接照搬，更

重要的是尊重农村的地域特色，遵循实用性原则，结合农村

地区的生产生活需要，加强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设计前

期应该先跟当地的农民群体展开实地讨论，了解当地农民的

需求，根据需求去进行设计。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贯穿到

设计的整个环节[3]。

2.3  坚持独特性原则

农村环境设计应该遵循农村的发展特色，而不是将农

村城市化，在农村环境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尊重独特性

原则，应该结合当地的人文风情和地域地貌特征进行艺术设

计，充分体现农村建设的独特性，让每一个农村都能呈现独

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建设。在对农村进行艺术设计创新时，首

先应该对农村地区的人文环境和地域特色进行充分的了解，

并且将其融入到设计中，在体现风情风貌的同时，将我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宣传，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4]。

在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尽量减少复杂的、不必要的建

筑设施，真正的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建设有助于农民生产

生活的建筑设施，促使艺术设计的价值能够发挥到最大化。

3  艺术设计创新及乡村振兴的实现策略

3.1  充分挖掘当地的特色元素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乡村的文化设计创新对乡村振兴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较多

千篇一律的村庄，这些乡村的建设缺乏自身独特的风格，和

自身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进行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只是在表面

上下功夫，难以真正的深入到内在文化建设。部分艺术设计

高等院校会带领学生前往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且进行深入

的调查。学生在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当地的

自然生态、农产品特色、风情民俗等内容有综合性的了解，

只有在对当地的文化特色进行深入的剖析后，才能完成相关

调研报告，进而将当地的文化特色元素进行提炼。教师可以

将学生进行分组，每一小组的完成内容不同，分别展开艺术

设计工作[5]。在进行设计之前应该与当地的村民进行实际交

流，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对于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及时

沟通交流，寻找合适的方式进行改善优化，并且将当地的艺

术特色发挥到最大化。农村的艺术设计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艺术设计也是全过程、全方位的，其涵盖农村地区的各

个方面，在艺术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将当地的地域环

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分析，将

当地的特色元素进行分析，将特色元素融入当地的空间布局

中。在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应该将重点保护的部分进行保护，

或者进行局部加工，不但能够保护原有的地方特色，还能增

强艺术设计的成分。

3.2  充分发挥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同步发

展，在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等快速发展的时代，我国的经

济建设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在艺术设计创新和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势运用其中，能够为我国的

乡村振兴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例如，可以通过发挥数字媒体

的优势，利用VR、AR等技术为乡村振兴和艺术设计搭建一

个高效的网络传播平台，形成乡村网络传播和文化建设的重

点空间，让传统的乡村文化建设呈现出流动性、灵活性的特

征[6]。例如可以将实景拍摄和3D技术进行应用，对乡村的整

体面貌进行展示，并且还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技术

的优势，将乡村的景点和地理位置利用二维码的形式将其呈

现，用户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就能实时关注到景区的

建设状态，并且还能进行实景模拟体验。在用户体验的过程

中还能够对特殊性的景点进行介绍，通过文字讲解和图片展

示的方式让用户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风俗民情。

3.3  利用生态影像的形式展现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是民族发展的魅力所在，

其在文化传播方面彰显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在中华文虎不断

发展绵延的过程中，对于历史文化古村落承载的悠久历史文

化内涵应该进行传承和保护，这些历史文化古迹对现代人了

解历史文化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不同的古村落建设的时代

不同，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文化内涵不同，其是一个

时期的历史文化体现。我国很多地区的古村落建设历史悠

久，文化内涵丰富，景观独特，能够充分彰显地方的文化

特色，但是在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这些古村落造成一

定程度的破坏，导致地方民俗正逐渐走向衰落，导致部分地

区的文化逐步走向衰亡。鉴于此，可以将当地的文化特色、

历史发展轨迹等制作成视频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时刻提醒人

们在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文化的根基，从不同的角度将地

方的地域特色进行展示，为后人继承当地文化提供良好的

基础[7]。

3.4  加大品牌优势的建设

农村地区在进行艺术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品牌建设，

将品牌优势充分发挥，应该将当地的文化、经济、人文等因

素进行综合分析，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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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品牌特色，充分彰显品牌的魅力，促使当地的市场竞争力

得到提高。其次应该重视产品的包装，将艺术设计创新和农

业发展的优势向结合，充分展现当地的农业发展特点，将当

地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对文化建设中的各种成就进

行包装和升级，促使品牌效应发挥到最大化。在进行品牌设

计的过程中，应该将平面形象设计和品牌标志设计、产品包

装设计、海报设计等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进行表达，并且将当

地的文化特色和品牌设计向结合，用个性、独特的方式将其

呈现，促使品牌得到更好的推广。

3.5  优化人才培养

人才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乡村振兴发展离不开人才建

设，高校应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以加强人才

建设为根本促进乡村文化建设，和地方高校建立良好的联

系，促使当地的艺术设计毕业生能够加入到当地的乡村文化

建设中，促进乡村艺术设计的开展，促使乡村振兴的发展速

度加快。高校应该积极举办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设计大赛，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通过设计比赛进行创新，并

且可以通过比赛的方式征集作品，对部分优秀的作品进行采

用，将其应用到乡村振兴发展中，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

新方向[8]。高校应该加强艺术设计创新课程体系的建设，在

艺术课程中融入乡村振兴发展的相关内容，促使学生的专业

更加“接地气”，学生通过专业的学习能够为乡村的建设和

发展做出贡献，促使专业学习能够更好的落实到社会实践

中，将乡村精神文化进行弘扬，对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展开

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其能够以高尚的情怀和饱满的热情参与

到乡村建设中。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让农村富起来，不仅要让

经济发展加快，更应该将精神层面的追求提升，在实行乡村

振兴战略时，应该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

农村生态发展规律，针对各个阶段出现的不合理问题进行有

效的调整，利用多样化的方式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

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文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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