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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官体验的传统村落旅游产品设计 

——以义乌市倍磊村为例 

洪亚丽
1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东阳 322100） 

【摘 要】：为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产品的感官体验性，满足游客对传统村落深度旅游的需求，进一步助推传统村

落旅游产业品牌化建设，以义乌市倍磊村为例，实证探案旅游产品感官体验状况。结果表明，倍磊村产品感官体验

存在科学合理规划与梳理缺乏、旅游产品感官体验单一、旅游峰值体验产品缺失的问题，应该将感官体验融入到倍

磊传统村落旅游景区品牌体验中，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方面多维度设计相对应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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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游客对景区的旅游期望值更高，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更丰富的旅游体验。这也使

得感官体验的理念开始不断被运用于旅游项目中。设计出能够让游客深度参加体验的“沉浸式”旅游产品，吸引和满足游客的

高水准需求，已经成了业界探索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助推美丽乡村发

展。作为具有乡村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优美，是人们浓郁乡愁和回归自然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精

髓展示的重要窗口，深受游客的喜爱和青睐，满足了游客的审美、情感及文化等需求。 

在传统村落的旅游休闲体验印象中，体验的真实性感受主要来自个人五官的感觉系统，其中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

印象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26%、23%、19%、17%、15%。游客在村落旅游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各种感觉器官接受刺激，参与村落旅游

产品与服务，调动其生理上的知觉体验以及心理和精神上的情感体验，来对传统村落旅游项目产品进行感觉、思维、想象等，并

在大脑中留下痕迹，从而对村落景区旅游产品产生积极感官印象。只有游客的各种感官体验同时关注传统村落整个旅游过程的

时候，才可以将旅游村落景区品牌的认知与价值最大化。 

基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传统村落义乌市倍磊村为例，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依托倍磊村的旅游本底资源，集视觉、听觉、

嗅觉等多感官为一体，提出倍磊村旅游产品多感官体验的开发与设计思路，以期给游客创造沉浸式的村落景区多感官体验，提升

人们对倍磊村传统村落的旅游印象。 

1 感官体验在传统村落旅游中的应用 

1.1感官体验 

感官体验是指人在接收外界信息时，感觉器官眼睛、鼻子、耳朵等受到相应的刺激而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反应。旅游者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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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官渠道获取自我情感满足需要和精神体验，在旅游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体验内容，以达成旅游休闲目的。罗楚等[1]探究

了旅游目的地品牌体验的 4个维度，包括感官、行为、情感和知识体验。其中，感官体验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对游客旅游

意愿行为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覃海丽等
[2]
以厦门市鼓浪屿为例，对游客的感官式旅游体验记忆特征进行分析，指出了嗅觉的感

官体验在游客以后的记忆印象中非常深刻和难忘。蒋维乐等[3]提出，营造独特的嗅觉空间能够提高人们对旅游景区的印象，旅游

景观中，水景的声音或芳香植物的气味可以帮助游客的身心康复。李佩镅[4]构建了感官营销理论模型图，并提出感官体验本身具

有影响旅游消费行为和心理的作用。 

1.2多感官体验 

当游客去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消费和体验旅游产品与服务时，一个完整的旅游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视觉、听觉、嗅觉、触

觉等多种感官体验，而仅依靠游客某一单独感官体验刺激比较难达到传递景区品牌理念的目的[5,6]。让游客从多渠道接收景区旅

游产品信息，能够更好地了解景区旅游产品，从而提高旅游消费者对景区旅游产品的好感度。李汉林[7]指出，多感官景区体验，

要求人们关注游客自身每个感觉器官的需求，激活其身体各个感官细胞，使其相互作用，感受到景区独有的特质，回馈给予旅游

者以愉悦舒适的快感享受。刘宏斌等[8]认为，不同的感官在旅游产品设计中的运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游客可以把感受到的物质

空间逐渐升华为对人的情感起作用的意境空间。姚康康等
[9]
指出，只有不断加强和完善多感官体验才可以建立起旅游消费者对于

旅游景区品牌的忠诚度。多个感官协同能够创造出一种多米诺效应，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一旦激活了一种感官，就能

够带动更多的感官参与体验。传统村落旅游产品设计应该注重传统村落旅游体验项目的差异性、参与性、真实性，努力给游客创

造不一样的感官刺激和旅游体验。 

2 研究地的简介与问题考察 

2.1研究地的选取与概况 

倍磊村位于浙江义乌市佛堂镇，距离金华约 30km，地理位置优越，可进入性良好。倍磊村是 1 个设有 3 个行政村的大村，

人口有 4000多。在老街，建于清朝的厅堂有几十处遗存，还有一座影剧院，建于 20世纪 60年代，原始村落风貌保存较好。其

因村内有 6 块奇石，故名“倍磊”，这 6 块奇石是义乌商贸文化溯源最完整、最早的文化遗存。2012 年，倍磊村被政府列为第

四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8 年，倍磊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倍磊村也是义乌市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019

年，倍磊村入选了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2倍磊村旅游产品感官体验问题考察 

2.2.1科学合理规划与梳理缺乏 

旅游体验是游客在旅游情境下，感官等所受到的刺激感染，意义在于旅游过程中的返璞归真与精神享受。虽然倍磊村的历史

年代较为久远，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村落旅游项目产品规划简单粗放，与游客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目前的旅游活动并不能很好

地调动游客的体力刺激和脑力考验，不能充分满足游客多方位的感官及情感体验需求，村落旅游资源潜力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村

落旅游资源在感官体验方面整体缺少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与梳理。真正根据村落资源特点和游客的感官需求特点，策划设计出

的特色旅游体验产品较少。 

2.2.2旅游产品感官体验较单一 

目前，义乌市倍磊村旅游资源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的旅游资源还没有完全转化为旅游产品。村落旅游景区中，游客视

觉体验的旅游产品居多，其他多元感官体验的设计较为欠缺，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旅游感官体验体系，很难给游客带来差异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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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体验效果。旅游产品感官体验较单一，缺少能够调动游客动眼观察、动脑钻研、动耳聆听、动手制作等多感官体验的活动项

目。体验开发力度较小，游客参与度较弱，能够“沉浸式”参与的旅游体验也只是停留在采摘农家蔬果与品尝农家饭等方面，游

客在村落旅游的时候逗留时间短，不能很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和社会效益。 

2.2.3旅游峰值体验产品缺失 

21 世纪初，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在回忆一段体验时，对其印象的好坏往往取决于体验高峰时和结束时的感受，这就是“峰

终定律”[10]。如果游客在景区的感受的正向关键时刻越多，游客对旅游景区印象越好，忠诚度越高[11]。游客感受峰值体验，能够

给游客在倍磊村的旅游体验打上深刻烙印，使游客对旅游体验的回忆超越当时的旅游经历本身，从而使倍磊村传统村落旅游目

的地价值也得到传递。然而，倍磊村旅游产品空间分布不均衡，现有的旅游产品设计在感官体验方面难以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立

体式的旅游体验。缺少将独特的文化感知与感官体验相结合的旅游产品，无法给游客带来震撼感，从而无法产生较难忘的旅游峰

值体验。 

3 基于感官体验的义乌倍磊村旅游产品设计 

本研究依托倍磊村丰富的旅游资源，基于旅游消费者的感官体验，坚持标准化与个性化的统一，突出村落资源个性化特征，

满足游客的各种感官体验需求，提升其村落旅游体验质量，在倍磊村旅游产品设计中融入能够触发人们感官感觉的设计元素和

手段。对倍磊村的旅游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打造参与性高、体验性强、个性化足的倍磊传统村落旅游产品，让游客从听觉、视觉、

触觉等全方位感受倍磊村浓厚的村落氛围。在游客主动或被动参与游览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体验效果，满足其感观需求。为了增

加旅游产品与游客之间的关联程度，提升游客对传统村落旅游产品的专注度。 

3.1视觉体验美景 

视觉是感官体验中最为直接的体验元素，视觉系统可以从心理上满足游客对景区的首要认知，帮助提升游客在村落景区中

的旅游体验和对村落旅游产品的满意度。视觉也是最容易给游客造成具有强烈冲击力的旅游体验方式，让游客印象深刻，能够给

游客留下难忘的感官记忆。视觉感知也是游客感受体验景区环境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在接触旅游产品或参与旅游体验服务时，视

觉感官参与了从始至终的全过程，因此视觉在感官系统中占主要位置，起到主导作用。 

古韵倍磊：倍磊村古建筑群连绵不绝，拥有保存完整、古色古香的古建筑共有 70余幢。大多数都精美、气派，建筑的设计

布局精妙。2016 年开始，义乌市倍磊村开启了古建筑的修缮工程，砖瓦椽木逐渐复原旧貌。旅游的感官体验在古村落的建筑造

型的视觉刺激中不断增加，对传统倍磊村落的心理印象和情感认知也越加明确。 

义乌兵颂：利用古村老宅民居，以“一屋一将军”形式，以时间为轴，集中展现出佛堂镇的义乌兵将军、抗美援朝军人生平

事迹，还原义乌兵生活场景，融入先进微型博物馆展示技术，让游客感受难忘震撼的视觉盛宴。 

山水云烟：倍磊村南倚八宝山脉，东边是丘陵，也可以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村四周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湖、水塘、

堰、沟渠等，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水面冒烟雾，景色十分秀美。 

民俗技艺：将倍磊古村的民俗技艺活化，设置手艺人摊位，向来往的游客展示倍磊村留下来的传统制陶手艺。利用古村老街，

将酒肆、茶馆、戏台、铁匠铺、美食老店等文化休闲业态融入到义乌兵生活场景之中，节假日上演义乌兵真人秀演出、游街等活

态化活动，让游客在感受到民俗特色和节庆氛围以及进行互动的体验时，激发出旅游体验的正向峰值。同时，完善游客主观服务

体验评价体系，争取获得更多积极的互动体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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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寻踪：将灯光因景而布置，以环绕建筑的创意灯光以及路灯打造倍磊村“沉浸式夜游”新典范。光影、艺术、科技、文

创等高度融合，表现乡村的自然肌理，用视觉强化的艺术表现来凸现乡村夜晚的自然美、内涵美，让游客体验出倍磊村的旅游真

实感和高级感。 

3.2听觉体验悦耳 

听觉是除视觉外另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听觉主要是通过人耳渠道实现，指人们对各种声音的音量、音色、频率等的感

知和感觉。良好的景区声音设计、不同的景区声音组合可以烘托景区的氛围和感染力，激发游客的进一步感想，方便游客理解景

区活动或节事的意义。在倍磊传统村落旅游产品设计中，突出利用积极感受的声音，比如村落内自然的水生、风声、鸟叫声等，

能使人们更身临其境。在倍磊村积极营造声景空间，对旅游者的听觉进行刺激，给其自然亲切的代入感。 

山谷闻音：在倍磊的寺口村至平望村的山谷地，有大片的红叶苗木产业基地，种植有大量的枫香、红枫、红栌等，同时也聚

集了大量的野生鸟群，游客可以听到纯自然的、欢快的鸟叫声，以及当风吹过能听到树叶的沙沙声等这些旅游村落场景中本身的

声音属性。 

倍磊人家：和乡村居民交流聊天的声音，是自然和村落生活的体现，也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良好的村落听觉触动。同时，

通过本地导游讲解和村落的有声讲解系统，加上独特的古建筑结构带来独特的声学效果，让游客遨游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中，

对倍磊村的历史文脉也有更多的认识了解。 

曲水流觞：村内有东、西两条溪水在民居间蜿蜒流淌，创意设计溪流景观、瀑布水廊和音乐喷泉，让游客倾听到村落内的水

流声，感受倍磊村“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诗意情景。 

3.3触觉感受舒适 

身体触觉的感知是游客最直接的感官，能够为旅游者提供维度丰富的物理环境信息，会影响旅游者对传统村落的旅游认知

与旅游意向行为。触觉的感受器官主要是人们的皮肤，皮肤可以通过温度、材质等进行感知，并且通过自身的触觉记忆来感知相

关的空间方位。亲手触摸实体旅游景观营造，既能拉近游客与景观之间的距离，又能产生游客与景观的交流互动。倍磊村主要围

绕农事体验、栽培园艺、DIY体验设计等旅游产品，全方位刺激旅游者的指尖，从而获得触觉体验的快乐。 

禅养民宿：利用古村部分老宅民居，还原倍磊古村客栈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设施，以“军旅生活”为题，开设多类型的主题

客房，打造主题民宿客栈聚落。民宿建筑材质多为偏暖的木材质，游客用手抚摸材质肌理，深刻感知民宿空间的尺度、质感、暖

意等。 

六石戏水：利用戚家军水军作战修建的水车、提水器等装置，依托充沛的倍磊塘水库水源，针对亲子家庭及企业拓展团队，

通过各种水上闯关项目设计，打造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亲水趣味体验活动，同时也让游客感受从水面而来的湿润空气。 

红果采摘：以义乌兵“回县屯操”文化为内涵，依托 33.3hm2山林田园，针对家庭亲子游客群，丰富红果品种樱格、柿等果

树资源，形成四季果园采摘特色，打造倍磊村的四季红果采摘营地，让游客感受“亲力亲为”获得果实的过程所带来的乐趣。 

3.4味觉感受美味 

味觉是属于人类的一个化学感官，味觉更具有带入感，能使游客沉浸其中。味觉感官体验的产生除了依靠人的味蕾之外，还

关联触觉、嗅觉等其他的感官。味觉和嗅觉结合，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给游客带来感官印象和体验。塑造良好的传统村落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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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觉感知对加深游客对倍磊村的地域性感知有重要价值。 

农家玉食：在倍磊村选址几幢老宅，建立农家乐餐饮，选用当地的厨艺较好的厨师，采摘田地里的时令鲜蔬，烧制本地的农

家菜，让前来旅游的客人享受原滋原味的农家饭。 

特色小吃：倍磊村的传统特色小吃包括红糖麻花、东河肉饼、白切羊肉、千张等。对这些传统的特色小吃进行包装，打造倍

磊村的特色小吃品牌。让游客不仅来倍磊村能够吃的上，还能将精美包装的特殊小吃带走，并借助发达的互联网科技，回家后依

旧能够买得到、吃得到。 

酒酿饮品：倍磊村老街在酿酒方面久负盛名，最有名的是老街黄酒，被誉为“金华府酒”，让游客品尝老街黄酒，配上美味

菜肴，一定是游客的一次难忘的味蕾盛宴。同时，添加网红元素，激活文创网络效应。通过旅游消费者的使用体验及网络分享，

达到产品的体验价值升级，在游客同类群体中获得认知、情感或行为上的认同，借此达到持续分享并获得共同体验的目的。 

3.5嗅觉感受沁心 

嗅觉的敏感度很高，属于化学感官，与记忆有着直接的神经生理联系。给旅游者带来嗅觉上的独特消费体验，让其感受到怡

人舒适的气味，能够提高旅游者对传统村落的旅游形象感知。气味在人的记忆印象中留下的痕迹相当持久，一旦辨别了某种气

味，其印象就会在人的记忆中留存非常长的时间，甚至一辈子都记得住，不会随时间忘掉。 

馨香浮梦：位于倍磊村西南侧的山林田园，以红花苗木产业为基础，有红梅、茶梅、红玉兰、锦带花等植物资源，打造以义

乌兵精神为内涵，集花木观光休闲、儿童素质拓展等为一体的红花海童勋营地。让游客在此感受天然修剪过的植物的气味、花香

以及枝叶的气味等。同时，从嗅觉和触觉的联动结合来打造游客的感官体验，让游客通过触觉和嗅觉的互动感触，建立起对倍磊

村空间的认知感和归属感。 

4 小结 

在梳理感官体验核心理论的基础上，剖析考察了倍磊村旅游产品感官体验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倍磊村旅游资源禀赋，提出

科学合理的义乌市倍磊村旅游产品开发思路。在进行倍磊村旅游产品的感官体验设计时，积极添加与游客的互动元素，将多感官

体验的思路融入到传统村落旅游产品中，增加村落景区体验中视觉、嗅觉、触觉、听觉、味觉的结合点，从而达到多感官协同的

效应，增强传统村落旅游品牌体验与识别性，增强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同时，注重营造倍磊村整个村落景观环境的高峰值，增

强游客体验感，适当给游客一种突如其来的惊喜感，来加深和强化游客在倍磊村的旅游体验。将感官体验融入到倍磊村传统村落

旅游景区品牌体验中，有助于倍磊村旅游产业品牌化的建设，也能够使村落景区品牌获得最大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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