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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贵州大学生思政教育改革研究
——以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为例

李　琴 1　霍　山 2

1. 贵州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2. 贵州商学院文化与艺术传媒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4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标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当前，人才匮乏是制约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主要因素之

一，尤其是在当前数字农业建设过程中，更需要掌握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兼备的高素质人才，鉴于此，在贵州高校的专业教学中加入

针对地域性的乡村振兴教学模块，尤其是结合思政教育去实践乡村振兴项目——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会更加坚定贵州大

学生对于家乡建设的理解，更加有助于推进高素质人才资源向乡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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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1）主要内容
第一，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在思政教育引导下，

贵州传统村落规划设计案例的学习主要以相关规划案例的设计背景
学习为主。引入规划设计项目文本，解读乡村振兴示范试点村庄规
划设计方案编制导则 ；还包含对历史建筑或传统风貌建筑、历史环
境要素、地质遗迹、历史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对象名录和
保护措施的学习。

第二，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在思政教育引导下，
贵州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策略的学习。引入侗族景观设计项目文本案
例，解读建筑设计的功能意义、景观设计的具体表现，以及侗族建
筑与环境设计的动线关系等具体文化融合关系。

第三，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在思政教育引导下，
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的设计表现。以侗族传统民居的改
造设计和数字漫游展示为主，结合文化与旅游的需求，运用老物件
体现乡土记忆，运用乡土植物呈现乡土意境，具体到村庄沟渠、水塘、
院门、山墙、庭院、广场、驳岸、桥涵、石阶铺地等景观小品表现。

（3）教学难点
教学的难点在于对侗族传统村落具体项目设计策略的学习，

尤其是对场地的客观分析部分。建筑改造的功能必须符合形式追随
功能原则，合理的功能分区要结合客观的村落环境来考虑。

二、思政教育应用于侗族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的具体
实施

1. 课程导入
侗族传统聚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传习的沃土 , 也是农耕文

明的精髓、民族文化的家园，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在思
政教育引导下，课程的教学实施先以《黔东南州四寨片区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详细规划》文本的学习为主。四寨村已经被
列为“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之乡、“中国原
生态稻作民俗科学研究基地”，通过学习该规划文本让学生熟悉乡
村振兴示范试点村庄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大纲，为之后民居改造设计
文本的排版，以及背景分析和设计策略的提出等做准备。

四寨村位于贵州省黎平县西南部，北靠凯里，	南接柳州，西
临贵阳，东临永州，周边有从	江高铁站，黎平机场等，交通便利。
四寨风景秀丽，寨内吊脚楼鳞次栉比，古朴的	花街穿梭于寨内，
鼓楼突兀寨中，花桥建于河上，禾仓排列村边，榕树群枝繁叶茂。

《黔东南州四寨片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详细规划》	村
域简介截图

2. 具体方案实施讲授
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项目在思政教育引导下，以《黔

东南州堂安片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文本学习为主，
通过解读堂安村具体的需求以及设计方案，为之后堂安片区民居改
造的特色功能与定位、景观小品表现、植物搭配等设计内容做准备。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美丽乡村和景区
村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黔东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村
容环境和配套设施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发展的阵痛。乡村
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投入、景区村庄同质化、缺乏造血功能、缺乏产
业植入和专业化运营等问题制约着黔东南侗族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
展。

《黔东南州堂安片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规划平面截
图

《黔东南州堂安片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村委会改造
截图

（1）空间功能布局练习
该阶段是老师给出项目设计背景和初步模型资料，引导学生

发掘景观基因，设计公共区域的功能布局，重点考虑景观小品和建
筑功能的搭配。

《八寨镇民居庭院景观改造》
（2）景观植物搭配练习
该阶段是老师给出项目设计背景和初步模型资料，引导学生

发掘景观基因，设计公共区域的植物搭配，重点考虑景墙、院墙和
植物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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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寨镇民居庭院景观改造》	
3. 建筑与景观改造方案设计

（1）景观基因的环境分析
此阶段主要是方案的草图表现，基于项目背景分析之后关于

侗族建筑基因改造的功能定位和造型特点，需要交代建筑与周边环
境的道路关系、建筑与庭院的关系。以下截取的是学生的过程性作
业截图。

（2）景观基因的结构分析
此阶段主要建筑结构的改造部分，重点解决传统民居通风采

光欠佳，动线不科学等问题，必须明确建筑材料和结构上面体现的
景观基因。以因地制宜为学习原则，重视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和
利用，尽可能传承传统工艺，运用乡土材料，保持乡土味道，体现
乡土特色。通过课堂案例分享，以及课后图片赏析与整理，学生对
于建筑材料和建筑形式如何反映本土特性、实现传统建筑元素与现
代建造方式的融合，以及做到“经济实用、就地取材、错落有致、
美观大方”的设计概念有了基本掌握。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村民住
宅改造新老结合的具体细节，注重传统风貌和现代功能复合，在屋
面的设计上宜平改坡，与山水形态呼应，也可采用增加深色挑檐、
批檐等方式，强化农房轮廓和空间层次。

《堂安村高端民宿规划区接待大厅外部改造》学生过程性作业截图

《堂安村高端民宿规划区接待大厅内部改造》学生过程性作业截图

（3）侗族景观基因的保护与利用的具体设计
此阶段重点是处理建筑景观基因与附着基因在造型与材料上

的表现。首先，优先配置老年人休憩设施，以及留守儿童的公共活
动需要 ；其次，满足集体村民文化活动、邻里交往的需求，增加公
共文化空间的设计。深度提取侗族景观基因，以诉说乡愁为出发点，
运用老物件体现乡土记忆，运用乡土植物呈现乡土意境，可对村庄
沟渠水塘、院门山墙、	庭院广场、驳岸桥涵、石阶铺地等提出代表
性整治设计方案。以下是学生改造的堂安侗寨公益图书馆截图。

对废旧农耕器具和建筑废料的设计应用

用蜡染、竹编等传统手工艺装饰文化活动空间的设计应用
三、总结与反思
通过本课程对思政教育的创新改革，给学生分享了当下侗族

传统村落乡村振兴的进程，具体探索了侗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保护
的各种途径，在这个践行的过程中学生发现到他们在乡村振兴过程
中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的职业规划思政教育的改革。通过本课程对
思政教育的创新改革，对于贵州高校其他专业课程的革新具备参考
意义，同时又能整体推动传统村落文化和旅游的发展。

部分学生没有去过现场调研，不能真实地感受传统村落的需
求，在景观小品材料的探索上面容易步入城市景观的误区，在景观
小品造型的探索上容易步入	“穿衣戴帽”的误区，丢失功能的意义，
未来的专业方向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夯实乡村振兴实践项目这一块
的知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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