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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性、唯一性、民族性的文化类型。将地域文化与环境

设计教学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改变当代环境设计教学的同质性，并且为创建特色化的课程教学提供重要的

保障，同时也能提升对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地域文化；环境设计；教学改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也就造就了我国具有多样化
的民族文化类型 [1]。地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
产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性、唯一性、特有性、民族性
的文化类型，也是其在长期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共识。
将地域文化与我国高校环境设计教育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实现
环境设计教学的创新与发展，是世界教育未来发展当中的重要
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较典型的地域特色案例，探析地域文化在
环境设计教育中的创新应用方向，以此来提高环境设计专业学
生的创新创意能力与设计能力。

1、概述

1.1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指的是不同地区所表现出的特殊文化内容，不同

民族、不同的地域，都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民俗。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文化保持着固有的地域性而未被同化，从而形成
极具特有性、唯一性、民族性的地域文化 [2]。

1.2  环境设计
环境设计专业是一门应用价值较强的学科，它的存在是为

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3]。环境艺术设计是指对于建筑的室
内外空间环境，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进行整合设计的一门实用
性艺术。环境设计专业涉及到人们居住环境的多个方面，即多
个学科，例如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材料学、结构学等等。

2、地域文化在环境设计案例中的艺术呈现分析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地方的“名片”，具有唯一性、特殊性、
代表性的特点，是该地域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状况
不同于其它地域的综合表现，是一个地方的“标识系”，环境
设计是我国城市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够将当地特有的
文化理念在环境设计中进行呈现，以此来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与
唯一代表性的环境艺术，从而营造良好的城市文化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有许多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案例，例如丹
寨万达小镇、程阳八寨、夜郎谷等等。

2.1  丹寨万达小镇
丹寨万达小镇位于黔东南丹寨县城的核心区域，整个建筑

区域包括苗族风情街、自然景观区，整个建筑区域可以体验到
贵州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特色建筑等等 [4]。

丹寨万达小镇最大的特点是在建筑风格借鉴了苗族、侗族
等少数民族建筑的元素，囊括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饮食文化、
节庆文化等内容，并配套建设了多元化文化、休闲、娱乐等场所。

丹寨万达小镇在运营后至今，便在国内外获得了不菲的成
绩——贵州地区游客量前三的景区、国家 4A 级景区以及国外
堪称建筑界奥斯卡的“金块奖”的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
创新奖，这些成绩都从正面说明，丹寨万达小镇是成功将地域
文化与环境设计概念结合的一个重要的转型点，在这个转折的

转型的重要关键点中，成功的将“地域文化”、“设计”、“商
业”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相互推动，构建了新型特色地域文
化旅游基地。

所以，地域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精神内涵。地域文化这
个词贯穿了万达小镇发展的始终，它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2.2  柳州市三江县程阳八寨
程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三江县，是保留较为完整的侗寨风

貌村落。程阳八寨侗族建筑是较出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其
建筑全以木质结合，以榫卯相接，虽未用到一根铁钉，但结构
十分牢固，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 [5]。 

程阳八寨程阳桥是村内的特色建筑，建筑为六角尖头船形。
桥墩外面由青条石垒成，别有一番敦实美。桥亭桥廊的建筑结
构构成，采用穿斗式的组合方法，将亭和廊连在一起，成翅式
桥型。程阳八寨的主要民居建筑是吊脚楼，也是侗族特色的建
筑，屋顶人字形盖瓦，整体建筑上上下下全部用杉木建成。村
寨四周种植古樟树，进入乡村就能闻见古樟树的香气，村内的
植物种类丰富，周边还有梯田分布，村子的整体绿化环境优美，
拥有田园风光般景色。

其中，程阳八寨村内一些列建筑都是围绕当地地域文化进
行建设的，因此形成当地村落的独特地景观和特色，成为了当
地极具地域特色的村落。

3、地域文化融入环境设计教学中的重要性

3.1  提升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
在环境设计教学当中，将地域文化内容充分融入，可以借

助于地域文化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多元化特点、多样性特征、唯
一性特点、深厚的内涵特点等，以此设计出具有地域性、唯一性、
原创性的设计作品，提高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使学生的作品
不再拘谨于表面上，得到质量的提高；同时不断拓展学生自身
的视野，提升学生地域文化意识以及综合艺术修养，不断加深
对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让学生能够在具有深厚文化内
涵的地域文化当中不断汲取优秀的养分，并且从这些悠久的地
域当中提取相应的元素，提升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以及设计的
原创性，并且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内涵。

3.2  有效传承和发扬地域文化内涵
极为丰富而又多元化的地域文化，是现当代社会发展过程

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课程教学资源。特别是在高校的
课程教学当中，将地域文化内容充分融入其中，可以将一些比
较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作为环境设计课程的特色内容和教学资
源，通过传统文化以及地方性特色内容的有效融合，促使学科
能够在课程教学当中不断凸显地方性的文化。

合理的运用地域文化能够呈现出不同地域的特色。同时，
这样极具地域性的建筑如果在设计上出彩并成为佳作，那么在
一定程度上也能成为当地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容。因此，在
进行地域性特色建筑建设的时候，若能融合该地方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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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仅能将其自身打造成一个有地域特色的地区，还能推动
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4、地域文化融入环境设计教学的主要方式

4.1  将地域文化与环境设计课程相结合
针对环境设计课程理论，可以将一些相关地域的人居环境、

民俗风情、建筑文化、民间艺术等内容融入其中。在实际教学
中可以进行实地调研，或在高校活动中聘请苗族民间艺人进行
教学活动，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到手工艺品制作、节庆活动中去，
使学生能够直接接收到地域文化的教育。其次，高校也需要
开设多种类型的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在该类活动中与教师、
民间艺人进行深入交流，并且通过多方的筹办来形成多元化
的地域文化交流氛围。介绍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图案文化、
宗教文化、工艺美术品特点、民间艺术特点等等，对地域文化
理论进行强调，并介绍其发展对环境设计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不断加深和提升学生对艺术设计概念的理解以及对地域文化
的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我国地域文化的艺术修养以及审
美能力等。

学生从刚接触艺术设计时，就要对其进行全面、多角度的
设计性思维训练。例如在平面构成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从地
域文化中将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再通过构成手段进行训练。在
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形特点进行二次构成的过程当中，提升整个
课程当中学生的思维性、创新创意能力、想象力以及新颖感，
并且对原本传统的构成意识和构成观念进行延伸，形成独有特
色的教学形式，也让学生能够在构成的基础训练过程中感受到
地域文化的内涵。

4.2  将地域文化与实际案例相结合
学生创新创意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理论的知识，更需要

通过实践来予以完成。由此，在实际案例设计过程当中将地域
文化内容融入其中，可以不断引导学生对文化内涵的了解和研
究，而并不是一味在研究过程当中追求别具一格的形态表现。
例如，在选择景观改造相关课题研究时，教育者可以在指导过
程中不断强调其悠久的历史文脉特点与环境设计手法相结合的
重要原则，不管是表现出的景观形态、建筑形态，还是其进行
的细部处理等等，都需要分别从地域文化、自然风貌、民族风
情等外部条件入手，在尊重环境文脉的基础之上，将一些设计
手法与地域文化相结合，构建形成具有地方性的景观建筑、特
色民宿、特色展厅等等，让学生能够通过从调研、搜集资料、
整合归纳、最终表现，形成良好的设计语言，完成对地域文化
的先了解，后分析，再研究，最后提炼设计，更加全面地了解
地方文化的深刻内涵。

5、结语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召开了有关“面
向 21 世纪教育”的国际性研讨会，会议明确指出：“注重发
挥教育当中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是目前世界教育未来发展
当中的重要趋势。”这是针对现当代单一的教育教学模式提出
的多元化课程教育模式，也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
民族的文化资源提出的开发和运用。在此基础上开展环境设计
教学，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转变、发展，而且能提升学生
对地域文化的重视，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且对环境
设计课程教学体系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也为
创建极具特色的课程教学提供重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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