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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领域的区域性发展研究

李佳欣

武汉东湖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212

【摘　要】随着人民对生活需求越来越高，环境设计相关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高潮，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

不同文化传统的个体之间需求存在的差异性，环境艺术产业以及环境设计工作的区域性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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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hina’s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has been integrated with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he new technology after integration has also been applied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work, making the fi eld of artistic creation shine with new vitality. The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relevant issu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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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艺术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潜力，而且环境设计工

作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学科特点和明显的应用型学科特点，基

于此，将环境设计与地方性的地理人居环境相融合，与特色

化的民俗文化相融合，与规模化的优势产业相融合，实现环

境设计专业以及环境艺术行业的区域性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这就要求相关主体立足于区域性人居环境的改善，深入挖掘

地方性的文化要素，依托优势企业实现集群化发展，进一步

推动环境设计相关学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1  环境设计相关专业、领域的特点

环境设计区别于一般的艺术门类，因其自身与个体的日

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环境设计具有更高的应用性和

适应性。

1.1环境设计工作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即环境艺术的设计工作可以与多个领域相结合，需要设

计工作的参与者对美的感知、技术的应用等多元化要素进行

整体性把握，保证相关空间环境既具备美感又具备功能性的

分区，这就要求从业人员，既要熟悉艺术理论、设计方法又

要对于文化、心理、科技等方面了解。另外，环境设计的适

用性特点还表现在与人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对于工作和

生活环境的规划本质上是给予个体更好的生活体验感，而不

同的个体之间的工作内容、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

性较大，这也就要求相关设计工作者对于不同客户之间的差

异性需求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服务能力。

1.2环境设计行业和环境艺术行业具有普遍的应用型的

特点

即环境艺术的设计区别于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的创

造，传统艺术形式的产生以传播美为基本目标，环境艺术的

设计，服务于个体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需求是首要目的，

对于美的传递和感官上的愉悦感的要求，与纯粹的观赏性的

艺术形式相比，相对弱化。数字技术之于环艺设计的最大

价值体现便是方案的优化效率。在传统技术手段之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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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效果图需要依赖手工操作，而这一工作往往会耗费

很多人力物力，稍有疏忽便有可能导致整个方案的效果难

以凸显。而且传统技术手段难以适应当前变化如此之快的

审美环境，在具体设计实践中，用户往往会提出许多审美

需求，方案的优化工作往往十分艰巨。毫无疑问在计算机

辅助之下，不仅方案优化效率大幅度提高，即便用户会不

断提出新的审美需求，设计者也只要通过简单的操作便可

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而呈现出相应的方案效果，并在此过程

中给予用户更多的审美建议，通过模拟效果图的方式来给

予用户更多的启发，帮助用户选定最为满意的设计方案。

除此以外，设计者还可以通过网络技术的支持实现更具实

践性的方案，如在设计过程中，用户会对效果图与实际效

果之间的差异进行询问，此时设计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

来下载既有的相关设计参数或者是向产品生产厂商咨询实

际的产品参数，然后利用计算机软件，根据既定参数形成

更加贴近于实际效果的方案效果图。如用户在选定灯光产

品时，设计者便可以向灯光生产厂商咨询用户选定的灯光

产品的具体参数，结合用户选定的其他产品，如墙纸的颜

色、家具的颜色等等，形成综合性的视觉效果，帮助用户

选定最为满意的组合方式。在方案优化方面，数字技术的

价值体现在方案整合方面，很多时候设计者往往对于单一

的设计方案效果会有把握，也可以给用户提供非常明确的

审美体验，但当多个方案组合在一起时，尤其是在室外较

为宽广的设计方案之中，不同区域之间的组合效果便成了

决定整个设计方案效果的关键性环节。对此设计者可以通

过调整不同方案之间的组合方式来尝试最佳组合方式，也

可以通过不断融入新构想的方式来尝试局部与整体的最佳

平衡关系。

2  环境设计专业发展与区域性融合的路径探究

2.1因地制宜，注重经济发展价值

在实际开展环境设计与改造提升过程中还需做到因地制

宜，注重对经济发展价值的突出，全面构建生态、经济、

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分类施策是当前我国环境设计的

必然选择，在实际进行环境设计与改造提升过程中，设计

人员应对改造地区的环境进行全面了解，发现其存在的潜

力，并将其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利用其原本的生命力与自

然资源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在实际展开乡村环境

设计与改造提升时，设计人员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基本原则，充分融入文化与产业特色，将其贯彻到环境设

计的各个环节，尊重自然资源的本来成分，在原有空间格

局上进行层次感的延伸，凸显传统文化特色，遵循自然规

律，在重视生活气息的基础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推

动振兴进程。

2.2立足区域性人居环境改善进行专业探索

受到一定时期的审美标准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内，个体对于人居生存和工作环境的审美价值和

空间布局理念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即在环境设计的

过程中尤其是公共空间环境的设计过程中，相关的景观规

划、功能分区趋同化现象显著。从长远性的角度和应用性

的角度来看，千篇一律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案不并不一定

适用于不同地理环境背景下的全部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已

经形成的一定空间布局机构和环境设计风格公共空间的改

造成本，甚至会打破原有环境基础上的生存和工作习惯，

影响个体工作、生活的便利性。

因此，立足于区域性人居环境改善的这一基本目的进行

专业发展的探索和行业发展的再提升，既是环境艺术相关

的从业人员开展日常设计、施工工作的基本理念，也是相

关企业进一步创造生产价值，彰显区域性发展体色、开发

区域性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在进行环境艺术的设计和环

境空间布局的规划以及功能分区的利用过程中，既要立足

于不同区域地形、气候、水文等自然地理基础条件的差异

性，也要立足于长期以来当地整体的规划风格以及个人的

生活习惯，搭建集聚区域特色的满足绝大多数个体生存需

求的空间环境，打破环境艺术、布局及功能设计过程中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千篇一律的思维定式。

2.3提高环境设计质量

提高环境设计质量始终备受人们关注，作为人们生产、

生活和生存的重要场所，人们对其方案设计质量的关注度

更高。因此环境设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环境设计行业的未

来发展，相关部门要通过各种方法拓宽渠道，提高环境设

计质量。传统的环境设计方案主要是手工制作，专家和设

计师在图纸上进行清晰准确的绘制，并标记和书写所要注

意的重点，进而呈现出单一的平面图，这种方式非常直观

和简单，在数字虚拟技术被开发和应用之前，许多设计师

则是利用画笔勾勒出多样的环境设计方案。但由于数字训

练技术与各个门类进行不断融合，环境设计师开始尝试利

用这种技术，并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来促进环境设计方案的

完成。在环艺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不仅要具备使用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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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能力和意识，同时也要具备数字化的理念。所谓数字

化理念，既包括数字化思维，同时也包括数字化意识和审

美。就思维方面而言，对于所有身处数字化时代的设计者

而言都是具备的，但数字化意识和审美却并不是所有设计

者均具备的。数字化不仅仅是多项先进技术的总称，更是

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审美取向。在数字化时代，人们

的审美理念和审美情趣较比于既往有了很大改变，太多的

新技术、新理念、新材料等的涌现，使得当代人在环艺设

计审美方面已经变得难以捉摸，许多环艺设计者很多时候

均在抱怨当代用户审美思想的难以把握，但却很少去反思

自己的数字化艺术和审美。数字化意味着创新，意味着突

破，要敢于借助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材料，尝试以更新

的审美理念和审美文化来实现创新，在充分把握并满足当

代用户审美需求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去引领用户的审美需

求发展，做到既以用户为中心，同时又让用户对设计者的

审美产生信任与依赖。

2.4提高整体环境治理水平，增强居民的认知

现有的环境改造项目中，大多是以节点设计的形式展开

环境设计的，这种形式下的环境设计不仅会使原有的活力

被忽视，还会使整体改造节点的关联性无法体现出来，并

且容易出现分布散乱的现象。环境设计与改造提升的主要

目的是唤醒活力，激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不仅需要

重视整体环境治理，还需利用有效手段增强居民的认知。

首先，环境设计人员需要利用合理的设计手段对整体环境

进行改良，改善传统节点设计存在的弊端，使整体环境治

理的有效性得到发挥。其次，设计人员还应重视对人们认

知的强化，通过开展宣传讲座等形式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

性，使村民能积极主动地配合环境改造工作的开展，并在

改造结束后有意识地对资源与环境进行保护，为乡村环境

设计与改造提升价值的发挥提供保障。

2.5提升环境设计交互性

促进环境设计的互动性是数字虚拟技术的主要特征之

一，交互性的概念如字面所示，应当是相互交流、相互影

响，同时能够感知其他事物，并将相互之间的信息进行传

递。作为交互建模技术，数字虚拟技术的交互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类创造性思维与数字虚拟技术应

用之间进行大胆互动，人类是具有思想情感和主观意识的

个体，因此作为数字虚拟技术的实际操纵者，人类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将不同的自我情感、审美价值和艺

术见识渗透到环境设计中。其次虚拟世界的构建离不开现

实世界基础，要想对虚拟世界进行更加科学的设计，就必

须扎根于现实，当现实与虚拟完全分离时，这就与环境设

计的初衷相矛盾。交互式应当强调实用性和体验性交互的

目的，是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们带来更加真切的体验，

为客户在环境设计方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情感交流。

因此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才能促进设计师积极地

与客户交流创意，了解客户的基本愿望，将客户的修改意

见融入到环境设计中。

结语

环境设计相关产业极具发展潜力，抓住当前机遇，不

断与当地特色文化、环境、产业相结合，实现区域性的发

展，是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和行业发展价值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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