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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乡村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分析
黄培尧

近年来，在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乡村旅游兴起的影响下，我国乡村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郊乡村游憩地作为城郊的一

种新的功能区，是一种将游憩和乡村旅游功能结合的新的形态。在休憩地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导视系统作为一种为游人提供指引

和帮助的公共便民设施，其设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根据城郊乡村休憩地的特殊用途和导视系统的设计方法，探索和总结在

城郊乡村休憩地中导视系统的设计原则。

一、背景分析
近几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逐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

步提高，我国大众对旅游消费的需求呈逐年递增的状态，这不仅

促使我国城市旅游业态迅猛增长，而且也带动了近郊乡村的旅游

发展。城郊乡村休憩地，作为城郊的一种新功能区，其在日趋多

元化和个性化的近郊乡村旅游中也成为了人们进行短途休闲旅游

的一个新兴目的地。这种将乡村旅游和村民休憩功能相结合的新

形态，势必会在今后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发展。而在休憩地景观及

便民设施建设的等众多项目中，景区导视系统作为一种能够为游

客提供隐形服务的有形物，其设计的重要性更是值得探讨。

二、导视系统
导视系统是空间信息传达的手段和媒介，其就是指人们为公

共活动场所设计的一系列具有提示和引导功能并与建筑以及周边

环境相匹配的视觉识别系统，是引导受众在某一特定的空间中进

行活动的信息系统的设计。导视系统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信息显

示，是帮助人们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进行有效行动所需要的一类综

合空间信息系统。

在城郊乡村游憩地的发展中，导视系统是能帮助当地提高整体

形象的一个重要系统，其不仅能为游客和村民提供信息、指引、说

明等帮助，而且还能在视觉上将图像信息与当地民风民俗等地域特

色进行融合和统一，能在保留其导视的功能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

提升其美观度，使整个游憩地更具备统一性、互动性和美观性。

三、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原则
（一）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的功能优先原则

通常情况下根据导视系统功能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交通导

视系统、公共导视系统以及特殊导视系统。在城郊乡村游憩地中

所使用的导视系统应该归为公共导视。公共导视也称公共空间导

视，在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设计中，需要坚持人性化原则。当导

视作为一种会被设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区域的设计时，其外观

就显得尤为重要，设计人员应该注意，其外观尺寸能够引起游人

注意，而且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年龄和身高的人群的使用习惯。

公共导视作为一种在空间里传达信息的手段和媒介，文字和

图形是其最重要的2个工具。而对于游憩地里的游人而言，文字

和图形的准确性和易识别性是其在使用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在

导视系统中，文字的表现通常包括了文字的字体、字号，字与字

的间距，行的间距以及字体设计等内容，以上因素对于文字信息

的传达能力都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共空间的导视系

统中，对文字进行合理使用能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导视本身所呈现

的内容，提高游人对导视系统所传达信息的识别和理解程度。导

视系统是针对广大游客和村民设计的，所以字体的规范性和辨认

度尤为重要，要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是其推广的基础。

图形符号作为导视系统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直

接、易于理解和生动的特征。研究表明，人体大脑获得信息的主

要来源渠道是视觉和听觉，这其中来源于视觉接受的信息占比约

80%，由此可见视觉对于人们对周边事物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影响

力。在游憩地的导师系统设计中，图形的运用尤为重要，一种图

形符号通常是由环境、表现形式、颜色以及象征性符号和具有高

度抽象化程度的图标等多种元素构成。在某些环境中，使用符号

来作为信息传达的媒介会比文字更具备传播能力，因为图形的指

示性受语言和教育程度的限制相对于文字来说更少。

除了文字和图形以外，色彩在导视系统的信息传播中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进行导视系统色彩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满

足其功能性，满足视觉设计的基本要求。尽管相比较于文字和图

形，色彩识别缺少了一些逻辑性和可读性的优点，但其仍是不可

或缺的。导视系统对于色彩的选择，来自于对周遭世界的感知和

体验。比如，从动物仿生学的角度考虑，黑黄相间的条纹通常会

给人传达危险的信号。色彩可以对的人感官产生刺激，使人产生

生理反应，而且基于自身经历、文化背景、教育背景等不同，所

以不同的人面对同一色彩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

在导视系统中所传递的无论是文字信息还是图像信息，都应

该满足易识别、清晰明了的特征，要能使游客可以根据自己逻辑

和尝试很轻易地理解导视牌上所传达的信息内容，从而帮助游客将

寻找过程变得更简单、温暖，更具人性关怀。在导视系统的整体设

计上，设计内容的层次应该遵循由主要服务系统发展到次要服务系

统，服务距离由近到远地逐一建立并构架其相关性的设计原则。

（二）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的统一原则

1.导视系统外观造型统一原则

基于视觉艺术的外观造型，应该尽量保证导视系统中不同类

别和形式的外观造型在整体设计语言上趋于一致，以便能在视觉

上形成统一和谐的效果。由于导视多位于人流集中的区域，加上

城郊乡村休憩地空间较为开阔，所以统一的导视外观形象有助于

帮助游人更便捷地发现导视所在。同时统一的导视外观也可以使

游客潜意识地认识到所在区域是否属于该乡村游憩地管理范围。

2.导视系统中内容设计的统一原则

导视系统的主要构成内容包括了文字、图形、颜色以及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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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得到4个变量之间的间接关系（表5）。地方

依恋通过游前专业知识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影响大小为

0.30*0.26=0.08。地方依恋通过环境教育感知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

行为，影响效应大小为0.41*0.22=0.09。假设H6、H7均成立。

表5　间接效应表

起点 中介变量 终点 中介效应 p值

地方依恋 游前专业知识 亲环境行为 0.30*0.26=0.08 ***

地方依恋 环境教育感知 亲环境行为 0.41*0.22=0.09 ***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禅宗文化旅游地游客地方依恋、“游前”专业知

识、环境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游客地

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显著正向影响游前

专业知识；（2）游前专业知识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地方依

恋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环境教育感知显著正向影响亲环

境行为；（3）地方依恋通过游前专业知识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行

为；地方依恋通过环境教育感知间接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

（二）管理启示

为了更好地开展宗教文化旅游地的环境保护工作，相关工作

者应从游客身上着手，重视游客情感价值，并使他们产生较为强

烈的地方依恋，具备一定水平的游前专业知识，通过构建和维持

景区与游客之间的情感纽带等方法激发游客形成内在环境保护行

为机制，从而实现旅游者与目的地和谐共处。一方面，景区管理

机构可强化环境教育，加大环境教育的宣传以提高游客对环境教

育感知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同时挖掘禅宗文化中的亲环境理

念或哲理来引导游客形成亲同环境、热爱环境态度，进而激发游

客自发或自觉地做出亲环境行为，以促进景区的环境保护和旅游

开发的可持续。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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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艺，只有当设计内容与表现元素能够有效进行结合时，导视

系统才能够起到较好的视觉和功能效果。想要准确有效地传达各

种视觉内容，设计人员就需要尽可能直观、准确、形象地传递设

计意图。统一的内容设计更能帮助游客准确、连贯地接受到导视

系统所要传达的信息。

（三）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的互动性原则

1.强调受众的体验与参与

城郊乡村游憩地导视系统设计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游客的体

验度和参与感，这也是人性化视觉导视系统设计的重要一环，所

以，视觉设计师在设计的初期就需要分考虑游客的参与性。导视

系统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游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游玩体验，导

视系统是一个融合了多个不同领域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载

体，能够帮助游人提高游玩效率以及体验满意度。

2.充分利用地域文化

研究城郊乡村游憩地的导视系统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游客及

当地居民的艺术需求和鉴赏能力。城郊和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通

常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而这些地域文化可以通过公共

建筑以及设备等得的充分的展示。很多乡村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

文化特点，同时这些积累的文化的特点也彰显了乡村自身的旅游

特色。设计人员在设计和表现游憩地导视系统时，不但要保证设

计的导视系统具备其基本功能，同时还要将该地区的文化特色以

及地域情感融入其中，从而通过对符号的设计、导视元素的提炼

等方面来实现导视系统和乡村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

3.趣味性

功能性是导视系统中的一项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设计人

员还要通过加强导视系统的趣味性，提升其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程

度，从而提高游客的游园体验。例如：儿童对色彩比较敏感，对

卡通人物尤为感兴趣，所以，设计人们可以考虑在休憩地的儿童

活动区域增加有关卡通形象和符号的导视系统设计，从而激发孩

子的游玩兴趣。

（四）导视系统设计的美观原则

设计人员应注重使导视系统设施本身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协调

与呼应，使其能够在具备设施功能性的同时，还具备一定的美化空

间的能力，能够增加其周边环境的趣味性。导视系统的设计要突出

所在地区的艺术美感，力求在形式上与游客的情感产生共鸣，争取

从视觉表现力上最大限度地展示地区的自然与人文风貌，提升休憩

地本身的艺术审美品味。比如，在符号的提炼上，设计人员要尽可

能深入地挖掘该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提炼出具有该地

区特殊表现力的元素符号，然后再利用平面设计中图形的抽象演化

等表现方式来进行表现。而在材料的选用和效果展示上则需要满足

生态要求，例如：用石材和木材等天然材料来搭配新型复合材料，

在尽可能体现当地的人文特色，给游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因地

制宜地使用材料，这样既可以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而且复合材料

的加入也可以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四、结语
城郊乡村休憩地引入导视系统是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隐性服

务的一个外在体现，它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能够深化和提升游客对

景区的整体形象认知。通过对城郊乡村游憩地导视系统的具体规

划和形象设计等多方面的研究可知，导视系统不仅满足了城郊及

周边居民的休闲需要，而且满足了外来旅游者观光、体验本土乡

村文化的需求。

（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