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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契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导要求，积极投入到设计介入乡村，思考乡村人性化环境，文中着重以乡村互动景观设

计为聚焦点，采取文中分析法，研究国外有关设计体验、情感化设计；国内互动阶段、互动景观、物镜与情境等。文中把研

究点聚焦在：（1）美丽乡村发展现状；（2）研究上高堰村现有乡村互动设施面貌；（3）研究人与人、人与物的互动方式；（4）

互动景观与周边环境规划关系。总结出我国现阶段的互动景观形式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问题，对乡村景观的

生态保护较晚，且重视程度不高；互动式景观对受众的情感体验及其他需求考虑仍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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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guid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ctively invest in designing 

and intervening in rural areas, and consider the humanized 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landscape 

design of rural areas, adopts the analysis method in the text, and studies the design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design related to foreign 

countries; Domestic interactive stage, interactive landscape, objective and context, etc.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1)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beautiful rural areas; (2) Study the existing rural interactive facilities in Shanggaoyan Village; (3)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objects;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ve landscap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ummarizing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pecific practical issues in the current form of 

interactive landscapes in China,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rural landscapes is relatively late and not highly valued; The interactive 

landscape still lacks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other needs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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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来源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之中，中国共产党指出了，在我国，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应当是党关注的重点。目

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局限于物质，

不过我国城乡之间仍然有着较大的水平差异的问题，当前

人们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和更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因

此，过程中面对着不可忽略的乡村问题。在乡村振兴实施

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缺乏规划和策划、开发产品特色少，

对乡村文化层面理解不深以及资源与资金不能有效合力

等问题。乡村文化的课题实际上就是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

办法和参考意见。 

2 研究背景 

2003 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提出了五大统筹的战略方案，加快建设乡村文明，缩小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城乡一体化

的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在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中

国共产党将建设生态发展，生活富裕，管理民主，村容整

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了党工作的重要考虑范围之一。

作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工作目标，广大农村得到了充分

重视和长足发展。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与以往以“三农”

为主题的号文件是不同的，把推动农村的经济建设作为了

主要任务，支持“三农”问题，保证农村的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引入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概念，这样有利于建设

环保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乡村的美好画面。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了我国的

现状，我国当前的小康社会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处于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以更应当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

程，大力发展城市化和乡村振兴。正是由于处在当前特殊

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阐述并解释了“十三五”

时期的我国总任务，将任务予以明确，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在过去不久的党的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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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战略的伟大目标，这对于建设小康社会来说是十分

关键的任务，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建设一个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仍是制约城乡发

展一体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因此，未来中

央的工作重心仍将会放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上。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当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城乡发展

不平衡问题。所以，这更加紧迫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城

乡一体发展化的战略进程，这对建设小康社会十分关键。 

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概念，认

为在当前社会中应当将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放在更为突

出的位置。在相关理念的指引之下，2013 年中共中央发

布了相关文件，要求社会各个部门加强建设美丽乡村，从

而改善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各项业务。将农村环境农村

人民收入和新农村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促进农村发展。这

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难点，也是小康社会的决胜

一步。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能够大力

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

载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之下。美丽乡村规划成为统筹城

乡发展、改变乡村面貌、促进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 

3 研究的意义 

乡村振兴除村落改造、环境保护、发展产业等外，需

要改变村民的精神面貌。通过本课题研究，有助于增强情

景交融，增加人文情怀，促使村民返乡，与村落协同发展，

并为乡村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满足参与交往的需求。对乡村的互动景观进行生态规

划设计，能激起人们的互动意识，拉近人与人、人与物的

情感；增强人与环境之间的积极情感。开展乡村互动景观

的规划，提高人和自然的互动性，使人们的心情得以放松，

从而产生积极情绪。 

4 国内外研究综述 

4.1 国外研究现状 

互动由英语单词 interactive 翻译而来，在各个学科

门类之中，互动的概念由物理学较早提出并阐述。其中能

量守恒定律解释了系统之间和物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互

动从社会角度来看是个人与个人或物体和物体之间产生

作用或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个概念在 19 世纪就被提出了，

用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理

论体系，被研究人员称为社会互动论学说，后被大众认可。

社会互动这一词汇提出人员为 G²齐美尔，在 2002 年发

表相关著作。提及这一词的书——《社会学》
[1]
。所以，

互动有着双向性的特征，单方的作用和活动并不属于这种

门类。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空间中同

时存在的物质决定着互动形式的产生
[2]
。通常来讲，两个

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了一定时间，在相互作用，相互

改变的过程中能够共同进步或者共同退步
[3]
。这种观点来

看，互动的影响是双向的。双方主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景观设计的要求中互动景观是符合的，可是侧重点是互动，

考虑到了主体双方的相互作用，而且同时也将人类的参与

和体验摆在了重要的位置。1986 年，瓦多雷这位学者认

为，人们在面对风景时由于不断变化的情感和体验，才对

风景产生了美的感受。1950年，盖瑞特.埃克博发表了一

篇著作，名为《生活的景观》。这本书中指出，在忽略人

的三维空间体验时，所有的形式都失去了生命力
[4]
。所以

说，景观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欣赏和观察的。在

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参与到这景色中去，产生对美的感

受和情感的变化，获得丰富多彩的体验。唐纳德²A²诺

曼和尼尔森²诺曼在 2005 年编撰了《情感化设计》，这本

书研究了知觉心理学，得出结论。设计的作品可以和人类

的情感建立联系，满足了人的情感需求
[5]
。互动产生的影

响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设计互动景观的时候

将互动的积极方面放在了重要位置。在 21 世纪初，一位

景观设计师提出了他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在规划景观时

考虑的是个人的体验，并不是场所，空间和内容
[6]
。体验

感是人类这种高级生物具有的特殊精神活力。比如，当代

人对科技产品情有独钟，在和科技产品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科技的新奇，技术的乐趣，并不需要踏出家门一

步就能够解决繁琐的问题。与此类比，在设计景观的时候

就可以同科技结合，让景观有着丰富的吸引力，使得人们

踏出门外积极参与进来，从而获得丰富的体验感受。在满

足，愉悦的同时获得情感的共鸣。这个时候，景观就有了

特殊的意义。在当今时代之下，国内外对社区互动景观的

研究还远远不足，主要的集中点在互动景观方面，相关的

研究是西方的一些研究人员所逐步建立的。西方的景观和

人民互动相对来讲比较健全，而且在人和景观进行互动的

过程之中，每项流程都被监控，通过人民的集思广益可以

针对景观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和处理，归纳和完善，从而

为居民提供更加完善，更加便利的服务，帮助人们在互动

景观中获得更愉悦的身心感受
[7]
。比如，17 世纪欧洲兴起

了绿篱迷宫，这种装置引导人和绿篱进行迷宫游戏，改善

了绿篱的服务功能，使其不仅仅是一项观赏的设备，而且

也和人建立了联系
[8]
。著名的建筑师伯纳德屈米有一项代

表作，为法国的拉维莱特公园。这项建筑位于巴黎，面积

为 55 公顷，被划分为了多个地域，叠加了点线面三种基

本要素，使得其在这个公园内彼此呼应，相互建立了联系。

其中包括的主题花园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娱乐体验，

能使得居民在此休憩，在此游玩，而且还满足了不同文化

层次人的需求
[9]
。 

4.2 国内研究现状 

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

展。乡村设计中互动景观占有一部分地位，互动景观的研

究与设计关系与乡村建设景观发展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在科技持续发展的环境下，“互动”在社会的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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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艺术设计领域。艺术设

计领域当中，互动特指的是人与物、人与人所表现出的相

互作用以及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²社会学》（1992）当

中对“互动”的准确定义如下：互动为一个过程，主要涉及

到以下三个阶段，即：自我互动、人机互动与社会互动，根

本上指的是主客体的往返活动，属于主客体之间的沟通
[10]

。 

国内目前阶段的互动式景观，基本上都是追求形式。

现阶段我国还没有构建起完善全面的理论为互动式景观

的实践提供指导，在这一领域当中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较

少。国内乡村互动景观发展的研究，在进行资料的整理过

程当中发现：2007 年同济大学的姚雪岩在她的博士毕业

论文《我国住区互动景观营造研究》就中国景观互动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但是公共空间互动景观方

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11]

。李道增（1999）认为当前很多

公共空间利用互动式景观让人与景观和谐相处、良性互动。

欧阳纯烈，贾霞（2020）指出：互动景观设计需要坚持以

人为本，确保人的多感官都能够参与到体验景观当中，使得

人和景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12]
。人和景观之间能够互相产

生影响，积极影响能够使人和景观都获得积极反馈，进而达

到使人心情愉快的目的，提高景观的活力以及意义
[13]
。 

互动景观不只是关乎人的参与体验，另外也与意境营

造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则认为：如

果人处于的层次为较低层次时，其需要得到满足，将会进

一步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意境互动景观营造的意义

十分重大。周维权（1999）明确指出，对于我国古典园林

来说，意境是十分重要的互动形式，园林设计以及建设工

作完成之后，人们通过开展园林的审美活动从而诞生了意

境
[14]
。王昌龄在《诗格》认为存在三种境界，分别为：物境、

情境、意境；意境指的是物境以及情境所引发的艺术联想。

三者之间相互递进，实现了景观品质的不断提升
[15]
。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强调了 “天人合一”的理念。其

表达的涵义是热爱自然，从而充分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达到人、自然充分交融的目的。人与物质、物质与物质以

完美的方式充分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景观的功

能不仅仅是观赏、停留和放松
[16]

。从单一的美学过渡到功

能美学，当人们接触到景观时，内心的感受会增强人们对

场地的兴趣
[17]

。因为社会保持着飞速发展的状态，人们与

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高层城市当中，人们对自然的亲近

感不断淡化，人与人也向着更加冷漠的方向发展。所以，

乡村公共空间逐渐发展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乡村景观

保持互动十分关键。乡村互动景观能够提供更加重要的互

动，另外由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也将会成为我们的基本

生活需求
[18]

。 

5 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本文将乡村的互动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针对其

他休闲观赏型的景观来说，国内乡村的互动性景观较少有

涉及，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互动性景观更关注人

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人在互动时，有着不断变化的体验，

让其参与其中，引发情感共鸣，使其获得更多独特体验。

其中研究的内容包括：（1）美丽乡村发展现状（2）研究

上高堰村现有乡村互动设施面貌（3）研究人与人、人与

物的互动方式（4）互动景观与周边环境规划关系。 

6 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国外对于互动景观设计的研究，如今已形成一些规范

性的发展标准。第一、较早发现互动双方是相辅相成而存

在的，两者在相互影响和改变中共同进步，抑或互有得失，

因此相关的设计围绕着互动双方为基础。第二、更关注人

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人在互动时，有着不断变化的体验，

让其参与其中，引发情感共鸣，使其获得更多独特体验。

第三、建立起全面的景观互动流程，实现群众对所有流程

的有效监督，并制定相应的意见，确保便捷的互动景观能

够为大众提供服务。 

我们国家的交互式景观多以城市为主，农村相对较少。

以“人-人”“人-物”的互生共栖关系为切入点，构建现

代城市住区景观，构建“人-人、人-物”的互生共栖关系，

倡导构建“人-人、人-物”、自然和谐的社区景观环境。 

但是现阶段互动景观研究现状当前存在以下几点问

题：第一、我国现阶段的互动景观大多追求形式，缺乏系

统全面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第二、对乡村景观的生态

保护较晚，是立足于环境污染危机出现之后才开始，且开

发不合理，重视程度不高。第三、目前互动式景观缺乏创

造性，且风格过于相同，对受众的情感体验及其他需求考

虑仍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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