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3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95-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环境设计专业实践 

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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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环

境设计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艺术设计类专业，探讨乡村文化振兴与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之间的内在

联系，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同时为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提供多样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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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两会重要课题就是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环境设计是以培养胜任室内外环境与空间设计人才

为目标的应用型专业。在大学四年的培养过程中，实践教

学模块是培养学生设计思维、理念、实践动手操作能力的

重要环节，也是让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过程的重要

环节。如果把实践教学环节与海南乡村振兴发展结合起

来，会走出一条既有地方特色、又紧随时代步伐的特色道

路。 

1  在不同类型村落建立地域文化研究基地助推乡
村文化振兴 

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是通过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来

完成的，看似是重技术标准与规范，实则拼的是历史与文

化。以笔者学校为例，学生人文历史与文化知识的架构，

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与课时那是微不足道的。在

通识课模块中，只有学校公共选修课中有人文历史与文化

课程，但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上或者不上，因此

在这个模块中不能保证每位同学都会选择历史和人文类

课程。在专业课程模块中，只有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中有“中

国工艺美术史”和“外国建筑史”课程涉及历史与文化，

但两门课的课时分别为 36学时，在这么少的课时情况下，
很难把历史文化与艺术讲得很透。仅限于这几门课还不能

建立起学生人文素养知识体系框架，而且知识的来源多来

自于教材和网络平台。学生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校园里，偶

尔外出市区购物，生活环境中没有历史与文化的真实情景

再现，既看不到文化显现出的方式、也触摸不到文化的历

史痕迹，因此不能把历史文化与课程设计或者作业进行有

效的链接，学生就会按照作业的要求就设计而设计，而设

计出的作品缺少创意和文化内涵的表达，略显空洞。从目

前的授课方式和地点来看，环境设计专业授课地点都是在

教室中进行，授课方式还是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

被动接受为辅，不论是理论讲授环节，还是实践操作环节，

都存在着教学方式单一化的问题，课程内容与社会实际需

求严重脱轨。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聚集、最浓郁、表现最突出的

地方，海南乡村也同样如此。海南岛被湛蓝的大海包围着，

形成了特有的海洋文化或者叫疍家文化、移民文化、黎族

文化和南洋文化。而这些文化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走进校

园课堂，而是散落在海南的各个村落中。作为海南高校的

学生要想深入了解海南文化，把文化内化于自身专业中，

就要扎根于海南乡村中，可以在不同类型的乡村成立地域

文化研究基地。这样就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以及设计主题

需要，随时带学生去基地中做调研、访谈、田野考察等，

让学生能在视觉上欣赏到文化的外部显现方法，从触觉上

触摸到文化存在的方式，这样才能更深入的去理解理论、

消化理论知识。从乡村文化振兴角度来说，文化基地的成

立，能吸引学校不同学科的学生来此实践，在实践中通过

与村民访谈、交流，学生可以了解到地域文化的历史与故

事；通过走访与调研，能深刻体会到乡村的文化面貌和风

土人情、村民对生活的理解与认识，都是做设计前需要考

察与调研的内容，这样才能设计出有地域特色和灵魂的方

案；从村民角度来说，与师生交流本村的历史与文化，通

过回忆和讲述这一过程，提升了对家乡文化的再认识，村

里的儿童也会受到大学生的感染，感受大学生带来的知

识、活力、技能等，为他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一粒美好的种

子。 

2  在不同乡村成立风景写生基地 

环境设计专业除了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设计思维

之外，还要培养学生设计表达的能力。一种方式是利用计

算机作为辅助来进行表达；另一种就是沿袭徒手表现的设

计表达方式。在计算机没有普及之前，环境设计一直都是

用手绘的方式来表达设计思维与理念的。计算机普及以

后，不论是设计公司还是学校教育都是利用软件来完成设

计表达，软件课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占的课时与比

例逐渐增加，但是手绘课程的课时却在减少，从近几年学

生参赛和课程作业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学生徒手表现的能

力在减弱。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办学 12 年来，风景写
生课程在省内没有固定的写生基地，省外的写生基地也没

去带学生去过，写生课程都是在校园里或者是学校周边进

行，学生面对熟悉的写生环境，极大地减少了学生对写生

课程的热情，教学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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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有以火山石和珊瑚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传统

村落；有以茅草和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船型屋；有以

南洋风格为主的骑楼建筑，这些建筑形式都反映了海南

不同地区原始村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观念。这些建筑形

式目前依旧散落于不同的村落中，这是海南地区特有的

建筑类型、建筑材料、营造法式和空间表达，这些都是

环境设计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在

设计初始阶段，灵感的来源多数都是来自于手稿，手稿

是设计师大脑与手的高度切合，在画出很多个手稿后，

才能确定哪一张手稿是最精彩的、符合方案的，通过手

稿再一步一步深入，最后形成定稿。在这设计初始阶段，

是考验设计师平时积累的知识、手绘能力的最重要时

候，因此写生课程不可替代、不可忽视。通过写生提高

学生对本地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高度概括能力、提

升学生对当地建筑类型的深度认识与表达，提升学生对

海南建筑特有质感材料的的表达方式，提升学生敏锐的

观察能力和快速表现能力。学院可根据培养定位和实践

教学需要，在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村落里成立固定的写生

基地，建立起长效的链接模式，比如，在白查村成立风

景写生基地，两周的时间学生可以在村里沉浸式的学

习，就可以沉下心来好好去研究黎族村落文化、船型屋

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尺度、建筑材料的质感表达、山

中的特有热带植物等，两周学习之后，学生才会对村落

有深度的体验，这样的体验植入到内心，在进行设计方

案时，这些体验才会为之所用，学生才更根据自己的理

解与感受在创造基于本地文化的设计。每一年都会有学

生来村里进行写生和创作，通过画笔再现建筑类型样

式、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通过测量来理解室内外空间

的尺度，通过描绘来感受乡村的微景观和原生态，领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方式。本省和外省学生的到来

为乡村注入了新活力，带动了乡村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

发展，师生在了解了本地文化的基础上，能为乡村文化

振兴提供更准确的、更合适的振兴建议。对于乡村儿童

来说，为他们带来了美术教育的资源，学生们可以带领

小朋友们画画、教会他们怎样去观察景物和表现景物，

也可以通过挥洒颜料、泼墨的方式让孩子们体会不同的

作画方式；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教会他们怎样利用身

边的材料做出形成各异的作品，培养小朋友们的绘画意

识和对材料的再认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3  在具有热带风景小镇中成立专业调研基地 

环境设计专业在专长课模块中有“室内设计调研”“景

观设计调研课程”“建筑材料与施工工艺”“景观施工”等

课程，这些课程的实践教学部分都需要有外部环境才能进

行。海南在“十三五”时期，打造了一批有热带风情的特

色小镇。这些小镇的主要受众人群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游

客，因此小镇的经济增长还是以旅游消费为主体。这些小

镇在打造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外来游客的实际需要，不

论是小镇的建筑类型、建筑空间、装修风格、建筑材料、

景观小品等，都展现了现代设计的形式美感、造型语言、

材料优化和施工工艺。建议在风情小镇中成立专业调研基

地，需要去调研类的课程就可以对号入座。比如“室内设

计调研”课程，教师在大纲中做好要调研的内容、方法、

思路、成果等，课堂授课时把这些具体的调研目标告诉学

生。驱车到达小镇之后，教师带领学生根据课程内容一项

一项进行调研，学生当场做好笔记。也可以请小镇中的负

责人进行讲解，讲解小镇的设计定位、建筑材料使用、施

工技巧等知识，让学生在可观、可感、可触、可听的过程

中去理解调研课程的思路与方法，为日后做毕业设计调研

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小镇中除了有实体空间让我们做调

研，也有很多游客是我们调研的对象，通过调研游客，了

解从游客的角度风情小镇存在的优缺点，优点之处就是我

们该学习的内容与方向，不足之处就是我们课程要解决的

问题。对不足的地方进行研究和测量，当场画好平面图并

标注好尺寸，带回学校做方案改造，这样的调研课才有意

义，教会学生具体的发现问题，并能实际的解决问题。调

研基地的建立，从实践教学角度看，可以纠正学生认为调

研课程就是出去玩的想法，为教师提供精准的调研地点，

不用教师每天发愁调研课程去哪里的问题，改变现有教师

调研课程安排任务不明确，对调研课程标准不清楚问题

等，这样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从风情小镇角度来看，通

过师生对现有设计的调研，可以为它提供更优化的改造方

案，让小镇的设计更加符合游客的实际需要，体现以人为

本的设计理念。 
环境设计专业既要紧随时代发展脉搏，又要立足于区

位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环境设计

专业实践教学与海南乡村文化振兴进行相结合，既为当地

村民的人才培养提供助力，同时也为环境设计专业实践教

学找到了新的起点，以培养更适合现代语境下的设计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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