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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互动性景观设计是一种建立绿色、开放、共享的景

观空间环境设计理念，通过一系列的设计手段，使景观

与人居环境达到相互适应的目的，进而促进了景观设计

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新农村景观设计现状，旨在明确互

动性景观设计的相关概念，阐述新农村景观设计中出现

的问题，探究互动性景观设计如何在新农村中发挥其多

功能性以及其出现的意义。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经

验，对新农村互动性景观设计进行一番探析，希望能对

广大同仁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工作上的帮助。

一、新农村景观现状

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对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许

多，不仅提高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由传统落后转变成科学先进，由此说来，新农村建

设不但使农村的生产面貌发生改变，还使农民的生活质

量有了明显提升。但新农村建设在给农村的景观设计带

来发展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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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体系不完善

新农村的景观建设应该在村庄布局上进行合理的规

划，但在我国的新农村景观建设中却相差较远。我国的

新农村景观建设中，设计手法千篇一律，设计理念保守

陈旧，也没有创新点，只是一味地对国外的做法生搬硬

套，缺乏对其内涵的解读，也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对农

村景观的实际需求缺乏对其功能性的设计，只一味追求

美观。

2. 人居环境不理想

农村新型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产物，但居住质量差

强人意，脏、乱、差的环境让人难以接受。除此之外，

有关地域文化的景观也在不断消失，人际关系逐渐淡漠，

且存在一些公共清洁的安全问题。比如，生活垃圾没有

定点回收装置、绿地景观没有保护机制导致被严重破坏、

娱乐设备等公共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二、新农村景观存在的问题

在新农村景观的发展中，主要问题是“互动性”的

缺失。景观是静止不变的，而人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要想让新农村景观活泛起来，少不了人地参与。如果在

景观设计中，没有了人的参与，就会缺少一定的“灵

性”，好像没有了灵魂一样，这样无疑是失败的。在新农

村的环境下，如果只是进行“千城一面”的建设，不进

行大胆的尝试与改进，就会导致新农村的景观建设停滞

不前，进而缺少了“互动性”，也就失去了其灵魂。

1. 盲从性建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景观受到极大的冲击。

受城市观念的影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的发展程度看齐，

对农村固有的特色盲目地改变，这样一来，农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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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东西就被刻意地忽略，得不偿失。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改进，人们开始一味地追求现代化，对于“千

城一面”有着急切的渴望，并且急于求成。可“千城一

面”是有弊端的，其弊端在于在开发过程中不因地制宜，

没有注重地区的差异性和长远发展，也没有较强的功能

性，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疏远，进而产生抵触心理。

2. 生态环境被破坏

城市和农村从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所，城市

追求现代化，具有嘈杂、川流不息的特点，而农村追求

自然的田园风光，具有宁静、修身养性的特点，两种场

所截然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在新农村的建设工

作中，破坏了农村原有的宁静，生硬地加入了城市现代

化的特色，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比如，随处可见

的建筑垃圾、被污染的河流、农田寸草不生。而农民为

解决农田寸草不生的问题就会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这

样做加剧了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在新农村的景观建

设中，牺牲了大量不可再生的生态环境资源，以更大的

代价来换取人的欲望。

3. 缺失人文关怀

在农村生活中，生态空间和精神空间是同样重要的，

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人们通过生态和精

神的交互而产生愉悦感。“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

如是”一词中就体现了这种由内而发的愉悦感。但随着

农村尽管的建设，这种愉悦感被逐渐磨灭了，多数农民，

特别是在村中生活了多年的老人，已无法适应这种现代化

的生活。这就表示，农民缺乏归属感，没有了精神依赖。

三、新农村互动性景观设计的意义

现如今，新农村的建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农村

的环境问题需要理清设计思路，将农村环境进行合理规

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一来，新农村互动性

景观设计的多功能性也有了用武之地，直接促进了农村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景观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土地，从土地入手，将农民

的实际需求综合考虑，帮助其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达到发展农业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比如，

将现有的农田分类分级，打造“农家乐”式的蔬菜瓜果

采摘园，鼓励游客进园采摘，感悟田间劳作的辛苦与快

乐，极富有教育意义。这样做不仅丰富了土地的含义，

也使来自城市的游客感受农村的生活气息，拉近了城市

与农村之间的距离。除此之外，还对维持生态平衡、促

进农村发展、增强农村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做出了突

出贡献。

2. 提升了地方知名度

通过对农村进行互动性的景观设计，不仅突出了其

民族特色和民俗特色，也体现了农村与城市相比更为突

出的地域特点及自然景观。其鲜明的个性会自然产生一

种互动，吸引着人们来感受当地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为

提升地方知名度做出了努力，发展了地方的地域文化和

文化情趣。

3. 发展了农村经济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受益体都是农民。产业的发展

是新时期农村景观规划的出发点，而让农民增收则是新

时期农村景观规划的落脚点。在互动性景观设计中，完

美地对本土资源进行利用，实现与环境协调统一、和睦

相处是每一个从事互动性景观设计人的初衷。在这一过

程中，设计师不但要在视觉和精神上对百姓的生活进行

改善，还要对百姓的经济效益造成一定的影响。适当调

动当地资源，发展了当地旅游业，使游客感受到农村独

有的人文景色，进而激活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实现联动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4. 促进了互动交流

通过设计新农村互动性景观，不但拉近了城市与农

村之间的距离，还为接轨城乡做出了突出贡献，将农村、

郊区、城市进行延伸和贯通，打造出城乡一体的环境景

观空间。

四、新农村互动性景观设计的方法

所谓“互动性”是指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交流和生存依赖的现象。在

日常生活中，“互动”无处不在，但在景观设计，特别是

新农村的景观设计中，“互动”的体现却差之毫厘谬以千

里，大多数条件下，仅停留在“观赏”的层面。这样一

来，即对农村居民的心理、情感需求无法满足，也对游

客的互动需求无法满足。因此，新农村互动性景观设计

的方法应致力于寻找既适合农民生活、生产的需求，又

体现当地的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

以互动性景观为出发点，调动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共鸣，

营造出绿色、开放的多功能空间，促进农村居民获得一

定的归属感。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动性景观设计”的出现体现了当今社

会对新农村的迫切需求，同样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种新兴事物的

出现必将代表着老旧事物的消亡，作为互动性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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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者，必须要学会与时俱进，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将互动性景观设计合理运用到

新农村中，这不单是对新农村景观设计的一次转变，也

是对互动性景观设计者的一次挑战。在运用价值上，互

动性景观设计是当仁不让的高价值产物，可能否解决其

带来的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则决定了其未来的命运走向，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种设计模式的出现为新农村景观设

计提供了新的设计模式和设计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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