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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景观设计在红色旅游景区规划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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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不仅局限于提升衣食住行的质量，也会更加关切精神境界的完善。很多人在节假日

的时候选择出行旅行作为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重要途径。其中，红色旅游景区也是很多游客的首选。这种景区的游玩和观赏可以让人们对

以往的历史事件具备更加深刻的印象，切实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之处，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得到心灵上的感化和情感上的

熏陶。红色革命精神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在游客内心深植下去，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和传递下去。相关景区的设计师一定要深切感知到自身所肩

负的重要责任，及时进行工作方式的革新，将宝贵的工作经验和崭新的设计理念进行有机融合，利用体验式的设计思想重新塑造景区环境，

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最为优质的观赏体验，在如临其境的氛围中感受峥嵘岁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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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景区由于其自身具有极强的特殊性，相关工作人员在

执行规划和设计工作的时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根据其历史的

厚重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施更加独特的设计方式，让游客能够将

自己的全部精力融合到景区环境中，并且能够在观赏景区风景后从

中体会出各个层面的情感。参观者在游览的过程中能够在较为轻松

愉悦的环境和氛围中领悟到红色文化中的深刻内涵，游客能够在这

种景区旅游经历中得到爱国情怀的激发，让游客能够时刻铭记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为了能够让红色景区更加突显其独有的教育意义，

设计人员在执行相关工作的时候需要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考量，着重

使用体验式的景观设计理念，强化景点各个设备与游客的互动性，

让游客可以在观赏历史遗迹的时候拥有更加直观地体验。这对于游

客而言是非常具有意义旅游经历，能够让游客的内心世界受到震撼。

本文对现阶红色景区的设计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一些切

实可行的设计方案，让更多设计工作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够拥有

更多的思路。

一、体验式景观的设计内涵

体验式景观设计工作本身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设计人员在执行

相关工作的时候应该进行多方面的思考，让游客在红色景区观赏各

种景观的时候都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体验。因此，景区设计人员在

执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各个景点所具有的特性，这样才能够

设计出更多具有较强互动性的游览项目。这种体验式景观设计理念

的核心概念便是让游客在景区中能够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互动性。

所以，设计者应该积极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时间走到景区中观察游

客的实际感受，还能够对各个年龄段的游客进行采访，或者对其发

放相关的调查问卷，这样才能够了解到游客对旅游景点的实际感受，

根据游客提出的各种意见设计出更加完善的体验式景区。只有这样

才能够从根本上调动游客的旅游积极性，让游客能够得到各种良性

的感官刺激，对红色景区中的各个景点具备更加深刻的印象，让景

观游览能够给予游客不同的体验。同时也可以让红色精神得到传承。

二、红色旅游景区应用体验式设计的意义

红色文化的传承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环节，

能够让人们谨记历史，从根本上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让

爱国主义热情能够凭借旅游景区得到延续，让红色景区能够从根本

上成为各种精神的传播载体，并且将这种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让人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能够深切体会到历史事件的核心含

义，让游客的心灵能够受到撼动，并且能够深刻感知到现代社会和

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但是，在当今社会中，很多景区设计人员考虑

问题的方式还较为浅显，仅注重景区装潢的完善，并没有从历史的

角度出发设计出更加富有意义的景区交互设施。导致游客仅能够对

红色精神具有较为浅显的理解。以往较为单一化的景区呈现方式实

际上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今游客的实际需要，生硬的史料展示背景

布置，以及枯燥的事件陈述环境既无法激发游客的观赏热情，还会

降低景区的整体质量，红色精神的传播效果也会因此大打折扣。所以，

体验式景区设计理念的实施对于红色景区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一项

工作环节，能够让景区与游客具有更强的交互性的，提升景区的整

体质感，切实让游客能够在旅游的同时得到思想境界的提升。

三、将体验式景区设计观念融合到红色旅游景区的主要途径

红色景区本身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秉持着

更加严谨的思想。但同时，为了迎合当今社会游客的实际需要，设

计者需要在此基础上实施一系列的创新思维方式，让景区能够与游

客之间行形成良好的交互性，在景区空间上实现更多方面的变革，

让游客在参观景区的时候可以积极主动参与到旅游景点的研究中。

游客也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并对红色精神具有

更加深刻的印象。所以，设计者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需要进行多

方面的思考，从五感 的方向为切入点，让游客可以对在空间领域中

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文化氛围的营造，同时需

要考虑到整体风格上的契合。只有将这些因素加以充分考虑才能够

建造出更加符合游客需要的红色旅游景区。

四、从感官角度出发创建红色景区

感官上的体验和刺激对于游客而言是最为直接的，可以说感官

上的直接感受能够决定游客对于景区的初步印象，甚至可以影响游

客对于每个景区的兴趣程度。生理上的感受往往是最为真切的，继

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鸣，然后才会影响游客对于景区的认知，并让游

客能够主动利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相关问题。为了能够从感官角度提

升景区的整体质感，设计者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讨论和思考。

首先，视觉上的冲击总是能够得到最多反馈的，很多情感上的

（课题：兰州交通大学青年基金（2020035）；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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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都是经由视觉上的刺激得到实现的。所以设计者首先需要考虑

的就是对景区中的各种颜色加以变换，颜色的改变也要完全契合需

要介绍的历史时间的内容。比如，能够体现抗战胜利的景点便可以

使用一些较为鲜亮醒目的色彩装点周围的建筑物，而具有悲情色彩

的景观则需要使用色调较为深沉的颜色烘托氛围。这样，游客在参

观的时候能够受到情感上的震撼。让游客更好地感受到革命先烈忠

贞不屈的性格。其次，为了能够给予游客更多的刺激，设计人员还

需要从听觉的角度出发考虑设计方面的问题。 听觉上的刺激能够吸

引游客到相关的景点进行观赏和游玩，让景观能够被游客聆听到。

比如，在一些红色历史博物馆就可以采用这种设计，让游客能够具

有身临其境的良好感受，尤其是在介绍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语音

的出现能够让游客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也可以让红色精神的传播效

果更加显著。这样，游客的各种感受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延伸，从单

一化的视觉体验中扩展到听觉的范围中。这对于提升观赏体验来说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设计环节。另外，设计者还需要重视嗅觉和味觉

方面的设计，这两种感官也是无法触及的，但是对于游客的刺激也

是极为明显的，让游客能够获得更为明显的沉浸感。对于历史事件

可以拥有更加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事件的呈现形式也会更加完善

和立体。比如，为了能够增加红色景区的体验感，需要在景区内部

种植一些能够散发出特殊味道的植物。一般情况下会种植雪松这种

植物，让游客能够在进入景区环境中体会到肃穆的感受。气味也能

够留给游客特殊的记忆点，游客能够在气味的印象中回忆红色精神

给予自己的切身感受。

五、从空间环境层面创建红色景区

空间维度上的构建能够让游客更好的进入到观赏环境中，并且

能够对红色景区的整体氛围具备更加全面的感受。设计者在执行设

计工作的时候可以从地形方面进行考虑，将景区地形具有高低起伏

之感，根据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决定景点所处的位置，让游客能够通

过自己的空间感受领悟到历史事件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设计

者也可以利用分割法让空间鞥更加具有层次性。为了能够保证景区

整体具有良好的视觉观赏性，景观的核心重点景点需要在地形中的

最高点加以展示。当游客到达最高点向下俯视的时候也会具有更加

鲜明的视觉感受。比如，中山陵景区在建设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地理

环境对于游客内心的感受的影响，让重点建筑在景区的中轴线上不

断具有地势拔高的趋势，参观者在步行的过程中也会在心中产生一

种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的仪式感，并且会对历史事件具有更加强烈

的探究心理。游客会更加想要寻求历史事件中的诸多细节。

其次，设计者应该利用植物进行空间设计。在空间范围内，植

物会占据游客很多的视觉位置，植物的种植也应该依据环境氛围需

要加以精细化的考量。这不仅能够给予游客视觉上刺激，还能引起

游客心理上一系列变化。植物的种植也可以让景点之间实现很好地

过渡。为了能够烘托出庄严肃穆的环境气氛，松柏这种具较深颜色

的植物是首要选择，让游客能够深刻领悟到革命历史中的厚重感。

这种类型的植物再配合上一些庄严肃穆的雕塑作品能够给予游客足

够的视觉冲击感。尤其在寒冬时节，松柏依旧具有绿色的枝叶，也

能够象征着红色精神的绵延和坚韧。让游客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无

限的生命力。

另外，建筑物颜色的选择也需要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建筑物能

够彰显出历史事件中所包含的情感，也是与现代人进行特殊交流的

桥梁。在红色景区中，游客能够经常见到的就是纪念碑或者是各种

造型的雕塑作品。建筑物的形态和色彩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营造出

强烈的情感氛围，让游客能够在参观的伊始阶段将自己的情感投入

其中。比如，抗日战争纪念碑在建造的时候需要选择体积更大的石

材，这样才能够让其在景区中的位置更加突显。让游客能够在纪念

碑面前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以及战争的惨痛，纪念碑底部的装饰物可

以运用一些武器残骸的形态加以装饰，更加突显出了战争对中华民

族的伤害，游客能够在这种建筑物的影响下干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继而更加珍惜和平生活，并且会在心中缅怀每一位抗日英雄，并意

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依靠革命先烈的血肉之躯铸造而成的。游客

能够获得更加强烈的情感体验。

六、从意境情感角度创建红色景区

景观设计工执行的时候可以考虑创造出相关的红色意境，让情

感能够在适合的意境中得到宣泄，让游客的情感也能够借此机会获

得感染，红色精神的传承将会鞥更加顺利。

其中，移情是一种常见的意境创建方式，将一些情感进行物化，

让游客能够具备触景生情的感受。比如，九一八纪念碑的创建就能

够很好地将对先烈的缅怀之情物化到了具体的事物上。让游客能够

对刻骨铭心的历史拥有更加强烈的情感感受。其次，设计者还能够

通过隐喻的方式引起游客情感上的共鸣。让游客在游览景点的时候

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比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设

计者设计出了一面高大的墙体，并在上面篆刻出了受难者的姓名，

300000 个名字本身就具备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在暗示着战争中

被残忍迫害的百姓数量众多。这种隐喻的方式虽然没有较为直观的

情感宣泄，但是却能够更加直击游客的心灵，战争的残酷性已经不

言而喻。

结束语：

综上所述，红色景区本身就具有一定特殊性，设计者在实施设

计计划的时候本身就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仅要让红色旅游

景区具有一定的美感，更加需要运用多种设计手法将其中的历史厚

重感彰显出来，让游客在进入景区后就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历史氛围

感，并在其中获得各种形式的情感体验，红色精神也能够在此过程

中得到传承，游客的精神境界也能够借此机会得到提升。设计者需

要提升自己的基本素养，也需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

样才能够依据自己的经验让红色景区更加具有视觉上感染力和精神

领域的深厚影响。这样的进景区才能够彰显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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