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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促进文化体验背景下，研究服务思维导入牧区民宿厨房设计中的新思路。方法 运用文化

的分层提取方法，从牧区牧民饮食文化的器物层、行为层、制度层、价值观层提取文化体验元素，建立

牧区牧民饮食文化资源库，采用用户访谈和问卷法分析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采用深度访谈、现场观察

等调研方法分析当前牧区厨房的使用价值层痛点，采用服务设计的思维方式和工具推导出服务系统设计

定位及产品功能定位。结论 将服务设计思维导入牧区民宿厨房的设计开发之中，可以建立以厨房为主

要产品的服务系统，以满足游客在牧区民宿旅游中基本的使用价值、文化体验和社交体验方面的需求，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内蒙古民宿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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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rvice System of Homestay Kitchen Design in Pastoral Area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xperience 

HAN Dong-nan, ZHANG Bo, MIAO Xiu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new design thinking of service design when it is introduced to the pastoral kitchen de-

sig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First, in order to establish diet culture resources of pastoral residents,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element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local culture including utensils layer, behavior layer, system layer and 

value layer. Second,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demands of tourists are analyzed by user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ird, 

the pain points of the current use value of pastoral kitchen are analyzed b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on-site observation. Fourth, service design method and tools are used in order to deduce the services system design and 

product function position. By introducing the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pastoral kitchen in the pastoral 

area, the service system, in which the kitchen is one of the main products, can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in basic use value of products,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social experience. To some extent, it promotes the devel-

opment of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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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乡村旅游业共带动了约 10%

的贫困人口脱贫。预计“十三五”期间，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人次年均增长 15%，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8%，

每年带动 200 万贫困农民脱贫[1]。因此，全国很多省

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都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

扶贫结合起来，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农村扶贫的重要

载体。“十三五”开始，国家从上至下尤其重视以创

新手段引导乡村发展，民宿作为乡村记忆、乡村情

感、乡村愿景的切实载体，恰逢其时。内蒙古牧区

的自然和人文文化资源丰富，其中蒙古族饮食文化

体验是牧区民宿旅游中的重要服务，厨房是饮食文

化体验的重要场所。现阶段，牧区牧民自用厨房多

是简陋窝棚或简易蒙古包，不利于牧区民宿旅游的

发展。通过服务设计思维导入牧区民宿厨房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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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之中，建立以厨房为主要产品的服务系统，以

满足游客在牧区民宿旅游中基本的使用价值、文化

体验和社交体验方面的需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

进内蒙古民宿旅游的发展。 

1  牧区民宿旅游与服务设计 

1.1  牧区民宿旅游的定义 

牧区民宿旅游是指牧民利用自有蒙古包、厨房等

工具和设施，通过整体设计和改造，为游客提供居住、

饮食、和娱乐体验等服务的一种旅游形式。牧区民宿

旅游具有以下特征：（1）地点位于牧区，坐拥草原

自然生态；（2）牧民主人的生活是蒙古族典型的生

活方式；（3）游客与牧民主人之间充满温情的交流、

交心，使得游客有归属感与家的体验。 

1.2  牧区民宿旅游与文化体验 

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通过对行为习惯、信仰、

风俗、语言、知识、艺术和自然遗产等旅游资源的认

知体验，得到一种文化享受和收获的旅游活动[2]。牧

区民宿旅游即是一种文化旅游，牧区民宿游客的动机

与行为决定了其天然具有文化体验属性，是对牧区蒙

古族典型生活方式的整体体验。  

1.3  服务设计在民宿旅游中的作用 

服务设计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思维方法，服务设计

思维在处理系统复杂问题时具有明显优势，它在分解

问题的同时也会兼顾全局[3]。体验是服务设计和创新

的核心，也是民宿旅游最显著的特征。民宿服务、文

化体验和支持性产品都是需要设计的。服务设计是一

个系统的解决方案[4]，包括服务流程、服务沟通、商

业模式、文化体验、产品支持、品牌系统等。民宿旅

游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将更多关注于将系统设计、服务

设计、体验设计等理念融入旅游产品及服务的规划与

流程本身，通过服务蓝图规划、服务系统设计、产品

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和环境设计提升服务的易用性、

满意度、忠诚度和效率，从而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用

户（包括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等服务提供者和游客等

服务接受者）的使用体验[5]。 

2  民宿旅游厨房服务系统设计策略 

在牧区民宿文化旅游中，游客居住于牧民家中，

不仅能够体验到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美景，更多的则是

通过交流、观察、参与等方式融入牧民的生活，体验

牧民的生活方式，从而获得对蒙古族生活方式的深度

认知。牧区饮食文化体验服务是牧区民宿文化旅游中

游客体验的重要内容。 

蒙古族饮食文化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蒙古族生活方式体验的重要内容。蒙古族作为蒙古

高原的主要民族，其饮食文化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饮食

文化[6]。现阶段，牧区牧民自用厨房多是简陋窝棚或

简易蒙古包，内部光线昏暗，通风走烟设施简陋，且

地灶做饭方式不适合城市游客参与式体验，见图 1。

此外牧区民宿饮食服务类型单一，服务方式缺乏创

新，不利于民宿旅游的发展。饮食文化体验的打造应

以牧民饮食文化为出发点，通过提取饮食文化内涵以

创新服务体验类型，在此基础上利用符号、产品、空

间和服务流程的设计创造新的民宿服务价值。 

 

图 1  牧区厨房 
Fig.1 Kitchen in pastoral areas 

2.1  满足牧民与游客日常用厨需求 

厨房的设计从减轻操作者劳动强度、便易使用来

考虑力求简约[7]。厨房内部空间基本设计要求，首先

应考虑空间的合理，面积太小会显得拥挤，影响牧民

和游客的心理需求，太大又会增加厨房内部的活动空

间，增加往返距离。其次对于采光、通风和给排水的

需求，人在亮敞的空间内工作效率会更高，心情会更

好。最后空间布局要合理，物件要摆放整齐。最后整

个厨房成本需满足投资者的商业要求。 

2.2  体现文化张力，以文化的魅力感染游客 

饮食文化是指饮食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

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

俗、传统、思想和哲学 [8]。现阶段“牧家乐”形式的饮

食服务只停留在食物的色香味，而其他的诸如食物的

制作技巧，营养搭配等还未被开发出来，因此，应该

打造多种文化体验服务，使游客能参与到蒙古族的美

食制作中去，亲自体验制作奶制品，体验熬制奶茶，

体验制作蒙古族特色的食物等，并在其中获得文化认

知体验和成就感。 

2.3  便于交流和沟通 

选择民宿的背后，是人们对温情的渴望，对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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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的向往。牧区民宿主人具有经营者和服务提供

者双重身份，是淳朴又有人情味的牧民，他们的嘘寒

问暖呵护备至，会给游客家一般的感觉。因此，民宿

饮食服务中的交互不仅仅是传统的软硬界面交互，更

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这就要求服务流程、符号、

产品、环境的设计需要更多的考虑沟通问题。 

3  调研结果  

3.1  牧区牧民饮食文化分层提取与游客体验类别

分析 

当前，“牧家乐”层次民宿旅游中，饮食文化体验

种类较为单一，仅仅以品尝蒙古族美食为主，处于文

化 体 验 的 初 级 阶 段 。 国 家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分 类 方 法

(GB/T 18972—2003)将地域文化分为物态文化、行为

文化、心态文化，分别对应产品的应用层次：外层(外

部触摸层)、中层(中间行为层)和内层(内部感知层)[9]。

根据文化的层次化结构，将饮食文化划分为形制层、

行为层、制度规范层和价值观层。从形制、行为、制

度 3 个层次对牧区牧民饮食文化进行提取，并形成牧

区牧民饮食文化资源库，见表 1。 

表 1  饮食文化资源库（部分） 
Tab.1 The diet culture resource (part) 

层次 内容 例子          

形制层 

餐具、厨具、 

器皿工具、 

架木、外毡等。 

白食的厨具、火撑子、 

奶桶、奶豆腐模、 

吊桶、皮囊等。 

行为层 

白食制作过程、 

红食制作过程、 

面食制作过程、 

奶茶和酒的制 

作过程等。 

奶豆腐（白食）制作过程：

将鲜奶放入器皿中发酵，将

上面一层（卓口）取出后再

放入锅中沸煮，将酸奶汤抛

出，经多次搅拌后倒入木模

中，放在阳光下晾干。 

制度规范 

待客之道、 

餐桌礼仪、 

禁忌等 

以饮品为主，先白后红，以

白为尊。视乳为高贵吉祥之

物。奶茶杯以八分满为好。

 
通过对饮食文化的分层提取，制定了牧区牧民

饮食文化体验类别表，见表 2。通过问卷调查，对具

有差异化生活背景的 60 名游客进行意愿调查，统计

得出游客体验意向分布见图 2。结果显示，牧区民宿

旅游活动中的美食制作体验、奶制品制作体验、熬

奶茶体验等与原本生活差异化较大，使得游客更倾

向去体验。 

3.2  牧区厨房现状 

文化体验活动顺利进行需要诸如厨房、餐具、奶

制品工具等产品共同完成，而厨房是整个饮食文化体

验中最核心的支持性产品，厨房应保障体验的顺利完

成。当前牧区厨房现状见表 3。 

表 2  体验类别 
Tab.2 Experience category 

体验项目 体验内容 

挤奶体验 
前一晚提醒服务，当天早晨叫醒服务。观

看或参与挤奶，品尝鲜奶，分享感受。 

制作食 

物体验 

牧民提供厨房和原料，在牧民的引导下

游客参与或独立制作蒙古族菜品，同时

游客也可以制作平时自己喜爱的菜品。

制作奶 

制品体验 

了解奶制品制作过程，在牧民引导下参

与或独立制作奶制品，了解奶制品类

别、营养价值和搭配，品尝奶制品。

宰羊体验 选择性观看或参与杀羊全过程。 

制作奶茶体验 在牧民的引导下熬制奶茶，品尝奶茶。

传统美食体验 品尝蒙古族传统美食。 

 

图 2  体验意向分布 
Fig.2 Experience disposition distribution 

表 3  牧区厨房现状 
Tab.3 Kitchen condition in pastoral areas  

类别 现状 

厨房形式 
简易蒙古包，或是采用柳条编织，上开

口，外层贴满牛粪防止漏雨。 

储藏收纳 
食物放置在桌面上，工具挂在乌尼上，

或是卡在哈那空隙中。 

家常饭菜 
提供奶茶奶制品蒙古果子蒙古面手把

肉等。 

通风采光 
通过门和套闹通风，天气好时将顶毡掀

起来，通风同时采光。 

给水排水 
水井取水，大桶储水，排水采用水桶收

纳后直接倾倒。 

能源材料 
通过风力或太阳能发电，通过干柳条牛

粪燃烧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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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实践 

4.1  厨房服务系统设计 

4.1.1  游客及牧民对于厨房使用需求分析 

根据前文对饮食文化的分层提取、游客体验意

向分布结果及牧区现状的总结，对 60 位游客进行了

二次调研，得出民宿厨房需求及解决方案推导图，

见图 3。 

4.1.2  服务蓝图与服务系统 

根据二次调研的结果以及调研时游客及牧民的

行为及习惯，新的厨房服务包含美食制作体验、奶制

品制作体验、熬奶茶体验等，根据饮食文化体验的一

般设计原则绘制各项服务的服务蓝图，如奶豆腐制作

服务体验见图 4，由各项服务的蓝图设计发展出厨房

服务系统图，见图 5。 

4.2  厨房设计 

4.2.1  厨房操作流程与内部布局 

通常厨房使用时的操作流程见图 6。 

 
图 3  厨房使用需求及解决方案推导 

Fig.3 Kitchen use needs and solutions derivation 

 

图 4  奶豆腐制作服务体验流程 
Fig.4 Fermented milk curd production services experience flow chart 

 

图 5  厨房服务系统 
Fig.5 Kitche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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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厨房操作流程 
Fig.6 Kitchen operation flow chart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符合流水作业的要求，厨房

的内部布局应服从操作流程，通过合理的操作流线，

防止厨房内行走路线的交叉，该厨房根据操作流程及

文化体验服务需求分为 5 个不同的区域，分别为奶制

品制作区、洗涤区、加工区、烹饪区、备餐区，厨房

内部布局设计见图 7。 

 

图 7  厨房内部布局示意 
Fig.7 Kitchen layout chart 

4.3  收纳系统设计 

厨房内部陈设与功能区按照厨房的使用功能将

厨房分为清洗区、操作区、烹饪区、奶制品制作区、

鲜奶放置区、储藏区，根据各个部分的功能结合人机

工程学对所要工具材料食物等进行分类收纳见表 4，

内部效果图见图 8。 

4.4  结构与外观设计 

为了传承和发扬牧区传统的蒙古包文化，因此大 

表 4  分类收纳 
Tab.4 Classification of storage 

功能区 储存收纳分类 

清洁区 
水槽所在地，完成生蔬、水果、等未加工

食品的洗涤，下方柜体储存洗涤用品。 

加工区 
切菜、备菜、和面等工作，下方柜体存

放餐具。 

烹饪区 
灶台所在地，食物烹调工作，下方柜体

存放各类烹饪器具。 

备餐区 
用于餐后食物的暂时存放，下方柜体存

储米、面、粮油等。 

奶制品制作区 
存放奶制品加工工具，如奶豆腐模具、

奶桶等。 

 

 

图 8  厨房内部效果图 
Fig.8 Kitchen interior rend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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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地保留了蒙古包原本的架木结构，这样即利于便

利地组装、拆卸和搬迁，又适应了游牧生活的需要，

在洗涤区处设计了一片哈那（木墙）区域的透明外墙，

最大限度地使厨房的采光得到保障，同时透明化的设

计也方便了游客在厨房外观看里面的食物制作情况。

蒙古族自古崇拜火，那时便有了祭火仪式[10]。因此，

厨房的外观设计提取了蒙古族传统祭火仪式中火撑

子的线条元素，并在蒙古包的外观上加以体现，通过

透明化的处理使得灯光从蒙古包里透过让人产生联

想，见图 9 和图 10。 

 

图 9  厨房框架效果图 
Fig.9 Kitchen external renderings  

 

图 10  厨房外部效果图 
Fig.10 Kitchen external renderings 

5  结语 

牧区民宿旅游是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重要结

合形式，牧区饮食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挖掘新的文化

体验服务类型。通过提取饮食文化内涵来创新服务体

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导入服务设计思维，利用符号、

产品、空间和服务流程的设计可以创造新的民宿服务

价值，改善牧区牧民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优

质的饮食文化体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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