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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作为我市中小学校使用的生态环境教育读本《邛

海之春》，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与同学们、老师们

见面了。 

近年来，西昌市委、市人民政府按照“建设美丽

富饶文明和谐的安宁河谷”的蓝图，一手抓经济建设，

一手抓生态环境保护，着力于建设森林城市、宜居城

市，以邛海湿地恢复工程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我们注重学校教育的功能，

对我市 14 万中小学生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培养广大

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保护邛海生态的思想意

识和行为习惯，从小就学会与自然、与生态、与环境、

与社会和谐相处，这是新时期条件下我们实施素质教

育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邛海、泸山、西昌市以及

整个“西昌经济圈”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许许多多

的人民群众都提到一个话题：邛海湿地美，西昌人更

美。西昌，正踏着历史发展的激越鼓点，坚毅地向前走。 

邛海，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不可多得的、不可

再生的宝贵资源。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保护

邛海，恢复湿地，回归自然，还原生态，把西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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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栖息地，是我们的

责任，是我们伟大“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弘扬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

想品德教育，选择看得见、摸得着、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的事实和乡土材料，陶冶情操，美好心灵，培养积

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成为我们

广大学生和教师的自觉实践。 

愿我们的中小学生和教师们都喜欢这本读物，爱

读、爱思、爱行动，把生态环境保护落实在自己的生

活行为之中，为保护邛海、建设繁荣幸福新西昌做出

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 

是为序。 

 

 

 

 

 

 

 

【李俊，中共西昌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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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近年来，西昌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结合我市创建

“全国生态旅游城市”这一工作部署，着力加强青少

年学生生态环境教育，发掘本地区浓郁的乡土资源，

组织研发了这本《邛海之春》，作为生态环境教育阅

读计划，提供给同学们、老师们。 

一、指导思想 

遵循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自觉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思想品德教育、生态环境教育，是我们青少年学

生素质全面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和着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小学生要努力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热爱生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意观

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客观事实和乡土材料，潜心思

考，自我感悟，陶冶情操，美好心灵，培养积极进取、

奋发向上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就我市而言，从生态环境教育方面展开，以邛海

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发展为背景材料，是一个很好的实

施切入点。 

 

 2 生态环境教育读本

qionghai zhichun 

这是本阅读计划实施的初衷和构想，也是我们青

少年学生学习生态环境知识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实施依据 

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要遵循

三级课程管理体系，严格执行国家课程（即教育部颁

布的“部颁课程”）、四川省教育厅和凉山州教育局

指导实施的地方课程以及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

校本课程。 

本阅读计划的实施，依据这些年来教育部颁发的

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生态环境教

育等文件精神，源于省、州、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关于开展中小学时政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等一系

列工作部署。 

三、学习总目标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持自我培养爱祖国、

爱人民、爱家乡（邛海、西昌）生态环境的一代青少

年的情怀。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坚持自我培养坚定正确

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诚实、守信、积极向上的品德素养。 

——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坚持自我培养积极的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在认识邛海、保护邛海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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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阅读计划倡导“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养成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四、课时计划 

关于本阅读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课时分配，我们

建议： 

 第一章课时 第二章课时 第三章课时 第四章课时 合计

小学 2 2 1 1 6 

初中 1 1 1 1 4 

高中 0.5 0.5 0.5 0.5 2 

五、阅读方法建议 

以参与式阅读教学为主，兼以讲授、小组合作讨

论、社会实践等授课方式，是本读物学习的基本方法。 

参与式阅读教学，一般有四个连续性步骤：自主

阅读——合作探究——归纳精讲——实践参与。具体

的： 

自主阅读：要求学生做到“三个结合”，即一是

读思结合，养成读书必思考的阅读个性；二是读写结

合，一边阅读一边笔记，记录下课文的要点、重点，

尤其是要写下自己独到的理解、观点；三是读问结合，

带着问题阅读，在阅读中产生疑问，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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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参与：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进行，学生对

课文中的知识、观点，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落实探究，

在探究中深化讨论，以获得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升华。 

归纳精讲：在学生阅读与小组合作学习之后，教

师精讲，要归纳要点，剖析难点，引申学生的认识。

要注意时间分配，要把时间还给学生。一般的，教师

的讲，就 40 分钟的课堂而言，以控制在 10～15 分钟

为宜。 

实践参与：学生要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付

诸于保护邛海、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践之中，落实

在自己的生活细节之中。这一实践，包括观察生活环

境、去邛海湖滨实地调查、采集、拍摄，查阅图书报

刊资料，收集素材，过滤信息等。这一实践参与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深化课堂学习的过程，提升自身综合素

质、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六、注意事项 

在学习过程中，提请同学们和老师们注意： 

一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知、情、意、行相结合，

思想观念教育是重要的，然而，行为改善是更重要的，

思想品德素养、生态环境意识的自我建构，更注重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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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阅读计划倡导“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养成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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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0.5 0.5 0.5 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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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的表现，请同学们、老师们务必注意。 

二是注意积极反馈信息，提出建议，以不断改进

生态环境教育的设计与实施，为把我们的家乡建设成

为“全国生态旅游城市”贡献我们大家的一份力量。 

 

 

 6 生态环境教育读本

qionghai zhichun 

第一章  自然·湖山旖旎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邛海湖的地理、水文、气候

和动植物等情况。 

（2）认识邛海沿湖区域的生物物种，能够

说出一些常见动植物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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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湖山旖旎 

1. 地理·湖泊河流概况 

邛海，位于西昌市东南 4.5km 处，在安宁河中段

东侧，四川的西南隅，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东缘，是

因地层断裂而形成的高原湖泊。 

邛海在东经 102°15'～102°18'，北纬 27°42'～

27°55'之间，海拔 1510m，最长处为 11.5km，最宽处

为 5.5km。 

邛海流域 307km2。 

湖泊西依泸山，东接尔乌山余脉，西北部地带较

平缓，水

草茂盛，

湖周面积

开阔。海

河是邛海

湖与安宁

河谷水系

相连的唯

一河道。 

根据史书记载，在两千多年前，有一支“邛都

夷”的氏族部落看中了这里的水草茂盛，地理位置优

越，便定居于此地，在其沿岸繁衍、生息，“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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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由此而来。在《汉书》《后汉书》里，邛海分别

以“邛池泽”和“邛河”之名而载入史册。 

邛海湖底的泥层由暴雨径流冲刷地表土入湖沉

积所致，为红棕色细泥。较大的河流有官坝河和鹅掌

河。其中，以官坝河集水面积较大，能维持终年涓涓

细流。 

邛海是 180 万年前地质构造运动时断陷而形成

的。由于当时剧烈的地壳变化，造成了局部区域下沉、

陷落，经过地质年代的长期积累，就形成了现在的邛海。 

官坝河： 

官坝河

是邛海湖的

最大地表径

流，支流总

长 45km，主

干流（从大

兴 场 至 邛

海 ） 长

10km，流域

面积 137.24km2，最大洪水量为 178.5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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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坝河的河床

及卫星造影（如图）。 

官坝河发源于

昭觉县玛增依乌乡

境内烧房沟，流经西

昌市大兴乡入新仁

寺河、张巴石河，二

支流在大兴场汇合，

出峡谷流向

西南，经高山

堡至川兴镇

新桥村、赵家

村、焦家村，

宽 20～40m

不等，下游河

道 呈 “S”

形弯曲汇入

邛海。 

鹅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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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邛海湖东南岸，形如鹅掌而得名，起源于海

拔 2590 m 的大箐梁子北坡分水岭，经大箐乡流至海

南乡钟楼村汇入邛海湖，主沟长 13.18km，流域集水

面积 50.14km2，为邛海湖的第二大地表径流。 

民族学研究学者称西昌一带为“氐羌走廊”和

“藏彝走廊”，邛海就在走廊的边缘。 

在邛海湖西北侧的西昌市，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

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有汉、彝、回、藏、蒙

等 28 个民族在这里休养生息。 

2. 水源·湖之湛蓝 

邛海湖，属于长江流域雅砻江水系，安宁河支流

海河的源头，水域面积 31.4km2，湖周长 34km，平均

水深 11m，在邻近青龙寺一侧的湖心深处达 18m，常

年蓄水量为 3.2×107m3。 

邛海湖水面标高常年变化范围在 1507.14～

1509.28m 之间，水位变幅小，集水面积大，水体储量

稳定。 

邛海湖水体的有机物含量少，富营养化程度低，

水质洁净，晶莹透明，在高原紫外线的照射下，显得

格外的清澈、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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