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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化设计的旅游纪念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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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当前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现实需求及其情感化设计策略的实施路径与未来发展。方法 从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旅游者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以及旅游产品的更高

层次的设计出发，引申出情感设计的重要设计思路，并结合情感化设计的可行性和设计思路进行深入的

设计规划，接着从文化导向、情感互动、真实体验、遗产传承等方面深入研究，从中选取一些设计实例

进行理论论证和实际探索，总结出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情感化设计方法。结论 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

必须从实际着手，深入分析旅游者对旅游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由外而内、内外兼施地进行工艺、文化、

情感的交织与融合，丰富旅游纪念品的文化情感与民俗寓意，以强烈的新颖性、纪念性、情感性为标志，

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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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Souvenir Design Based on Emotional Design 

YANG Qi-chu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present tourist souvenir market and the implementa-

tion path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design strategy. From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tourism souvenir marke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nsumption demand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products design of a 

higher level, important design ideas of emotional design were introduced. In-depth design planning was conducted com-

bined with the emotional design feasibility and design idea. And then, in-depth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rom cultural ori-

entation, emotional interaction, real experience, explore heritage inheritance, etc. Some design examples were chosen for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ome emotional design methods of application values were summa-

rized. Emotional design of tourism souvenirs must start from the fact,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diversified de-

mands of the tourists to travel products, integrate and blend process, culture and emotion from outside to inside and from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enrich cultural moral emotion and folk customs of the tourist souvenirs, and develop a broad 

market with by strong novelty, commemorative significance and emotion. 

KEY WORDS: emotional design; tourist souvenirs; user demand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也带动了旅游业的

发展，旅游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的调味剂，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受此影

响，旅游纪念品市场也随之成熟起来。突出表现在，

人们游览完景区后，大多会选择购买一些具有当地特

色的产品留作纪念，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增进感情。但

是在当前的旅游市场上，旅游纪念品普遍存在设计同

质化、单调守旧等问题，较少地考虑人们现实情感、

精神层次的需求，失去了本应存在的纪念性价值，更

无情感可言[1]。事实上，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体验美的

过程，旅游纪念品作为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更是这次

美好体验的重点所在，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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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情感的浓缩和积淀，对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人民的收入都有着积极意义。为了将旅游纪念品

的价值最大化地开发出来，情感化设计成为了重要的

发展方向，其具体路径值得人们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1  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的整体思路分析 

情感是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事物的思维看

法，包含喜、怒、哀、乐等心理活动，随时影响着人

们对事物的处理方式。情感化设计就是由此出发进行

的一种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产品设计[2]。这种设计方

式在现代产品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可以传

递给人们一种美的情感，引起情感波动，并影响人们

处理事情的思维方式。从更高层面看，情感化设计不

仅是一种设计方式，更是产品和消费者情感沟通的桥

梁。情感化产品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引起购买

欲望，使产品更好地实现自身独特的纪念性。从旅游

纪念品设计方法的细节分析，要选取体现文化、历史

特征的重要因素，并将这些元素融入产品中，传递出

旅游地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征；选取具有明显代表性

的产品造型，以一种媒介的形式，影响旅游者的大脑

作出判断并被进一步接纳；从旅游者角度出发，融入

情感化内容，做到换位思考和情感沟通，激发出旅游

纪念品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只有这样，旅游纪

念品设计才能实现情感的表达与互通，提升更大意义

上的附加值，形成更为强烈的市场效应[3]。 

2  基于情感化设计的旅游纪念品设计路径 

随着旅游业不断发展，旅游纪念品设计的理论指

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充分体验情感性，对旅游纪

念品进行全方位的情感化设计还需要综合各种有利

因素，借助多样化的现代设计手法进行设计的升级与

情感的升华。下面主要选取文化导向、情感互动、遗

产传承、真实体验四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2.1  文化导向下的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 

旅游纪念品是市场上一种独特的存在，其与一般

的产品不同，更多是对旅游地的民俗文化、地域特色

的一种展示[4]。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消费已经从物质转

变为精神的现实需求下，旅游纪念品只有满足旅游者

的对某种文化的体验需求，才能实现设计的成功，达

到一种情感的完美传达。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时必

须以文化为导向，建立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定

位，将文化要素放进情感设计的全过程。这种文化的

融入并不是表象化的，更不是一味仿造的，而是要在

地方民俗、传统工艺、历史文化、特色饮食和建筑环

境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取其形，立其意，找到传

统文化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创新点和启示点，配合

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延续文化精神。其一，将文化蕴含 

的隐性因素转译为显性的设计要素。视觉语言符号化

是文化导向下旅游纪念品设计的重要方向。设计者在

进行设计时，要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信仰等进

行设计语言的提炼，再辅以独特的材料、工艺，寻求

一种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形式，深刻展现旅游地的

文化特色，以一种符合现代生活形态的新语言，实现

人们精神层面的满足。例如，淮阳旅游纪念品中的一

款摆件设计，从淮阳泥泥狗这一文化形式中寻找灵

感，虽然只是一套梳子和镜子，却兼具实用性、装饰

性、工艺性，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

同时借助镜子、梳子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祝愿，实现了

纪念品与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互通[5]。其二，将文化体

验与旅游者多元化的生活形态紧密关联。单纯凭借传

统旅游纪念品的工艺和历史来进行标签式的文化传

递，已经不能实现文化与情感的双重展现，因此设计

者必须做到从实际出发，以艺术与实用作为标准，以

更加切合实际的设计方式凸显旅游纪念品的价值功

能，迎合旅游者日常生活常态化的价值取向，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新方式、新载体、新材料和新技术

充分融合，唤起旅游者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并激发他们

的情感信任，使其在不经意间实现文化的体验。  

2.2  情感互动下的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 

互动重在过程，强调的是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旅

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旅游纪念品的情感化设计同样

需要实现互动，将旅游者与产品充分结合，实现了纪

念品的情感“加值”，也让旅游者在这样的信息交流

与反思过程中获得美好的旅途体验。具体而言，互动

在旅游纪念品情感设计中的应用主要应从两方面着

手。其一，展示性情感互动。展示性情感互动一反常

态的旅游纪念品呆板、单调的展示方式，更多是在对

物的再现过程中，通过情景化、娱乐化等手法，激发

人们的情感体验[6]。例如，一款熏香盒纪念品在设计

时仿照石墩造型，熏香发出的烟雾从小孔袅袅升起，

化静为动，将纪念品的外形和功能完美地展现了出

来，其所带给游客的视觉、嗅觉等感官体验，是传统

静物展示所不具备的。其二，获取性情感互动。为进

一步拉近旅游者与旅游纪念品的距离，设计过程中可

以让旅游者充分参与，以设计师的角色加入进来，并

根据自己的意愿对纪念品进行再设计，打破传统设计

的界限，以一种全新的体验形式给旅游者带来独一无

二的旅游情感体验。 

2.3  遗产传承下的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 

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特色与价值，进行细节化的

设计开发，能够给旅游产品带来全新的生命力，同时

宣传、继承与发扬文化遗产，挖掘出更高层面的纪念

品设计方法，使产品焕发新的生命力。花山岩画是左

江流域岩画群的代表，有着规模大，内容形式丰富，

保存完整等特点。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极具价值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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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可以将其融入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中，设

计出具有花山岩画特色的旅游文化产品，实现旅游纪

念品的情感化表达[7]。在造型设计上，设计者可以对

岩画构成元素、色彩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独特

的造型、简单的线条、厚实的色彩增添设计作品的“厚

度”，满足旅游者对纪念品的购买心理。例如，一款

流香睡眠灯的设计就对花山岩画人物造型与动物造

型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应用，倒流香的运用在人物造型

的后背产生“披风”，而在动物造型的底部也营造出

一种“腾云驾雾”的视觉感受，再配合透明玻璃材质

的应用，实现了整体造型与功能特点的融合，通透而

不失细节，获得了旅游者的喜爱。在功能设计上，鉴

于很多具有花山岩画文化元素的旅游产品都是以平

面形式展现的，缺乏实用功能，在实际的设计中，设

计者要结合产品设计的要求、要点，设计具有岩画特

色、功能实用的旅游纪念品[8]。以一款具有岩画特色

的红色睡眠灯为例，其充分利用花山岩画的原有色

彩，实现了基本的夜间照明功能，同时使用流香对卧

室进行香薰，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功能的升级，可

以净化空气，帮助使用者舒缓精神压力，进而有效提

高睡眠质量，满足使用者多方面的功能需求。 

2.4  真实体验下的旅游纪念品情感化设计 

对于旅游纪念品设计而言，很多时候都要借助载

体这一形式，紧紧围绕真实性这一主题，借助真实性

元素，将一种真实的情感传达给旅游者。而真实性又

分为两个方面。其一，符号的真实性。这里的符号是

指旅游的景观符号和旅游标识符号。景观符号的真实

性要求在设计时将当地的景观形态，如代表性建筑形

态、独特的自然形态等，融入产品中，在体现真实性

的同时形成一种象征符号。标识符号的真实性是指将

地方文化，如民俗习惯、历史典故等运用在旅游纪念

品设计上，提炼艺术元素，写实刻画[9]。其二，体验

的真实性。旅游者脱离了熟悉的生活，进入陌生环境，

难免会感到不知所措。这时，放在商店门口的体验性

纪念品就会散发强大的吸引力，如艳丽的颜色、芬芳

的香味、美妙的声音等，都具有一定的代入感，吸引

他们自然而然地进入情境，与产品进行互动，无形中

延长了旅游者的购物时间，也会让他们产生愉悦的情

绪，沉浸在真实的情境中。这样独特的经历，能够让

旅游者产生一种情感认同，对旅游地形成认可，最大

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提高旅游纪念品的情感体

验[10]。 

3  结语 

情感化设计对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来说是一条

正确的思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产品的不同需求，旅

游纪念品的情感化设计，要突破传统文化认识论的局

限性，以情感为主线，实现形式内容与当地的生态环

境、地域文化高度协调统一，实现文化、情感与产

品的升级，迎合旅游者的心理需求，表现情感化的

纪念功能，彻底解决旅游纪念品市场商业化、缺乏

文化定位、角色提升的问题，提升旅游纪念品的市

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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