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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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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社会经济体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旅游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为此，相关部门需在正确认识

乡村振兴的基础上，针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业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通过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工作的开展，有效保护传

统民居并将其具有的价值充分凸显出来，进而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改造及

其利用展开深入探究，望能够对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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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rural tourism industry ushered in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therefore，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i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and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renovation and use work，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its value is fully highlighted，and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goal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oping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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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事业的

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我国乡村地区的发展效

率。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居民整体审美水

平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其居民环境也因此得以有效改善，这使

得多数乡村居民均通过修建房屋来提升自身生活质量，也有更多的

青年人返乡振兴家园。然而盲目开展房屋修建活动却导致我国乡村

地区传统民居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不断流失着，进而直接影响了传

统民居所应具有的价值。为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居民需正

确看待传统民居的改造工作，并通过针对传统民居进行合理改造的

方式提升其利用价值，进而通过对传统民居的改造利用丰富乡村旅

游资源， 终促使乡村振兴目标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要求 

在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整体的生活方式出现了

明显的变化，在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向往回归

乡村生活的悠闲慢节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事

业。但大多传统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已不能满足现代年轻人回乡创业

的需求。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历史悠久且地域较为辽阔，这使

得不同地区的居民在生活方式、地区文化、特色等方面均存在着较

为明显的不同之处。传统民居则属于地区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通过针对传统民居进行合理的改造和利用，则能够在既保留当

地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提升乡村旅游资源，使传统民居与现代社会

大众的审美更加相符，通常情况下，传统民居在乡村旅游中具有的

主要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居住场所，并赋予游客多元化的旅游体验，

终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在针对传统民居进行改

造时，需以保护传统民居为主，保留原始建筑文化中必要的元素，

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切不可针对传统民居进行过

于复杂的改造，确保游客能够在切身感受传统民居魅力的同时，凸

显传统民居的建筑文化和现代利用价值，进而促使乡村振兴背景下

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目标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二、乡村传统民居的特点 

通过大量的乡村走访调查，并针对乡村传统民居所具有的特点

展开深入分析则能够得知，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的地域性。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不同地区在建筑、文

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进而形

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地域文

化所涉及的内容愈发多元化，如，地方风俗、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以

及人文历史等等。在针对传统民居进行改造与利用时，相关部门以

及地方居民需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针对性展开综合分析，并从现代改

造技术、传统建筑工艺、地方文化习俗等角度科学落实改造工作，

保留传统民居原汁原味的建筑风貌的同时融入现代建筑设计理念，

使其能更好地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与需求，确保乡村振兴背景

下，传统民居的利用价值能够全面凸显出来； 

2、独特的体验性。1943 年马斯洛指出，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

中 高级别的为增长需求。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在针

对乡村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同时，应注重以人为本的舒适体验性。“科

学化、人性化、多样化”是传统民居改造需要满足的三项原则。以

当地人文特点为基础展开改造方案的科学设计工作，结合当地自然

景观、地形等因素选择合理的改造材料。民居改造以服务人为目的，

满足居住功能为首要条件，其次更为重要是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

求，在获得舒适居住体验的同时满足多业态综合性的精神层面需



建筑施工与发展(9)2023,5 

ISSN: 2705-1269 

      68 

求。首先需以当地文化特点为基础展开改造方案的科学设计工作，

并结合当地自然景观、地形等因素选择合理的改造材料。 

其次，相关部门还需针对地区文化特点展开深入分析，并搭配当

地传统配饰、色彩等，从而在有效强化传统民居特色性的基础上，加

深游客的体验感，并促使游客能够在与当地居民进行深入沟通的同

时，帮助游客切身感受当地民居的特点与内涵，进而为当地乡村旅游

行业的发展提供充分保障，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得以有效实施[2]。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的改造及其利用措施 

（一）原始建筑的保护工作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在针对传统民居进行改

造与利用时，首先需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氛围制定科学的改造利用方

案，并征得地区政府部门的同意。在此过程中，其还需针对乡村振

兴战略展开深入分析，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传统民居的保护工

作，并通过与地域特色进行科学融合的方式针对传统民居进行了整

治，从而充分确保改造过程中不会因改造方案不合理而对传统民居

造成危害。其次，实际改造利用阶段，改造单位还需正确认识到，

传统民居改造切不可出现大幅度改造现象，其应尽可能保护传统民

居的原始样貌，并借此确保游客能够通过传统民居切身感受到地区

村落的原始风貌。总的来说，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传统民居改造

及其利用工作的开展需以传统民居建筑保护为主，重点突出传统民

居的生态特征，并在保留传统民居原本外貌特征的同时，改加好民

居内部装饰，从而通过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综合运用赋予传统民

居星级酒店般的内在， 终给游客带来美的享受，并借此为乡村振

兴背景下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价值的提升提供充分保障[3]。 

（二）空间与文化的结合设计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如何将空间与文化进行科学

融合逐渐成为影响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效果的主要因素之

一。在具体改造环节，改造人员需针对传统民居的内外部空间布局

展开综合分析，并确保改造后的空间布局要与当地房屋整体特点相

顺应，这使得乡村传统民居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需在落实改造方

案设计工作时，将游客需求与传统村落特点等一同关注起来，并做

好传统民居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完善工作，从而借助传统民居改造工

作的开展提升其利用价值，并为游客提供更加良好的居住、文化体

验。为此，在落实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工

作时，工作人员需将空间与文化的科学融合起来，并通过提升空间

设计科学性的方式强化民居空间的灵活性，强化民居室内空间的视

觉效果，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终借助乡村传统

民居的科学改造与利用丰富乡村旅游资源，并通过改造后的传统民

居吸引游客，进而促使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及其利用

目标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三）传统的民居保护要和乡村振兴结合 

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工作的开展能够在有效提升当地村居生活

水平的同时，为乡村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注入全新力量，进而为乡

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落实乡村传统民居改

造工作时，工作人员需在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体系的基础上，结

合当地文化特色、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特点等展开传统民居改造方案

的规划、设计，从而在有效提升乡村传统民居改造效果的同时，强

化乡村建设力度。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需重点落实当地文化、历

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并从多角度针对改造方案进行设

计，在设计过程中其还需将传统民居具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全面凸显

出来，进而确保传统民居改造工作的开展能够在充分保留地区文化

特色的过程中，提升乡村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终促使各村落均能

够形成自身不同的文化体系，从而使得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够被传

统民居具有的文化特色所吸引，并增添地区景观魅力，进而通过旅

游业的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目标[4]。 

（四）人文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针对乡村传统民居进行改造与利用时，工作人员需正确认识

到改造工作的开展切不可一味满足游客群众对于物质提出的需求，

其还需将游客精神方面呈现出的需求重点关注起来，从而通过科学

与艺术、人与环境的科学融合入，全面提升乡村传统民居改造利用

的科学合理性。在此过程中，改造人员需针对乡村建设、民居发展

等与乡村旅游业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明确，并借助乡村传统民居改

造工作的落实提升乡村传统民居的吸引力。此外，人文环境作为影

响乡村传统民居改造与利用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致使改造人员还

需将当地风土民情重视起来，并结合乡村文化针对乡村传统民居改

造方案进行科学规划，从而通过提升人文环境和谐发展效率的方

式，实现传统民居的改造与利用目标， 终确保乡村振兴背景下传

统民居的改造及其利用价值能够充分凸显出来。 

（五）统一中求变化 

在对乡村传统民居改造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了套用相同模式

进行改造现象。白墙青瓦、茅草屋顶与红土墙、裸露的红砖墙与粗

砾的砂岩等几乎成统一模式。所谓的“统一”不是指所有的居民都

必须一个模样，而是指在同一地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相对统一的建

筑风格，建筑元素统一，色彩搭配统一。因此，相关部门还需针对

地域文化特点展开深入分析，保留地域建筑元素，搭配当地传统配

饰、色彩等，甚至可以更多的就地取材，凸显当地人文风貌。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愈

发明显，为此，为了能够有效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相关部门及乡村

地区均需将乡村传统民居改造与利用重点关注起来，并在明确乡村

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价值的基础上，针对其改造方案进行科学规划，

进而在有效实现乡村传统民居利用目标的同时，为乡村地区综合发

展效率的提升注入全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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