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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旅游发展的得与失

□

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晓晓

洱海生态廊道是一条由人工打造的人与自然的

界限，核心作用是净化洱海水质，建立沿途村落与洱

海之间的生态缓冲区，使得湖滨系统得以恢复。 从旅

游资源开发的角度看，一方面，洱海生态廊道的环洱

海性，将沿湖村落连接成一串，形成一条完整的旅游

路线，成为现在大理州旅游的名片和炙手可热的打卡

地， 促进了大理州旅游向文化生态游方向的转型，形

成了“生态 + 文旅”的合力发展模式，促进了大理州经

济、社会、文化等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生态廊道

的公共政策属性，需要考虑更多的公共利益，而忽略

其旅游资源性，因此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的旅游业

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影响。

洱海是大理州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地之一，据

统计大理州共有 75.97 万亩自然湿地， 其中洱海流域

占 48%，许多生物生存于此。 洱海也是大理州经济社

会发展的动力，是大理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大理州

旅游资源开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许多著名的旅游景

点如双廊、小普陀、金梭岛等都是依托洱海而得名。

2015 年 1 月 2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理市湾桥

镇古生村考察期间，郑重叮嘱：务必保护好洱海，确保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远

留存。 2016 年开始，洱海流域得以实施了国家重要湿

地保护与修复项目，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工程修复、

退耕还湿等，新增湿地面积达 1.9 万亩，有效拦截并防

范了源头污染，实现了“人退湖进”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洱海生态廊道顺利完成，实

现了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即

使湖滨带自然净化功能得以恢复， 又重现了沙滩、湿

地、坡地、草坪、灌木林等自然景观，对大理州社会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大理州的概况

大理白族自治州， 隶属于云南省的 16 个地级行

政区之一，位于云南省中西部，地处低纬高原区域。 独

特的区位条件和地势因素，以及受低纬高原季风气候

的影响，该地区四季温差较小，干湿季节分明。2021 年

末，全州共有 364.54 万户籍总人口，其中有 191.98 万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2.7%。大理州凭借其秀丽

的自然景观、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舒适的气候条件

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情，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无

与伦比的优势。

大理州的旅游业起步于八十年代，主要以观光型

旅游为主，到 2010 年，基本构成“吃、住、行、游、购、

娱”六大要素配套发展的格局。 根据大理州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可知， 在 2010 年全州共接待境外旅游者

40.75 万人次，国内旅游者 1296.98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 115.01 亿元，旅游业已经成为大理州经济重要的增

长点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龙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矛盾的转变、小康社

会的全面建成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旅游者对

旅游目的地类型的选择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观光型

旅游逐渐式微，休闲度假型、研学型、生态型旅游逐渐

兴起。 传统的自然风光已经不能对旅游者产生巨大的

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自然风光背后的文化、民俗、生态

等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却日益增大。 作为传统的观光型

旅游目的地，大理州也不得不面临着旅游业的转型发

展，根据大理州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 2022 年，即使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理州在旅游方面依然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全年共接待海内外旅游人数 5693.6 万

人次，其中国内旅游人数 5691.6 万人次，入境旅游人

数 2.0 万人次。 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783.4 亿元，其中国

内旅游收入 782.7 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1037.3 万美元。

而 2022 年，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699.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2.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79.3 亿

元， 增长 4.8%； 第二产业增加值 477.1 亿元， 增长

0.1%；第三产业增加值 843.2 亿元，增长 2.4%，三次产

业结构为 22.3:28.1:49.6。 由数据可知，第三产业依然

是大理州的重要产业，而其中拉动第三产业的旅游业

依然是其支柱产业。

二、洱海生态廊道的构成及作用

（一）洱海的重要性及治理

水资源的关键组成部分，湖泊集水区域的规模对

湖水的补给来源、蓄水量、水情变化及水质均有重要

意义。 湖泊流域单元在生态资源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 洱海作为大理人的“母亲河”，是中国第七大

淡水湖泊， 同时也是云南省第二大湖泊（仅次于滇

池），具备供水、农业灌溉、气候调节、渔业、航运、旅

游、发电七大主要功能。 千百年来，它孕育并滋养了辉

煌的大理文化。 近年来，随着大理州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加之旅游业的蓬勃兴

起，持续增长的人口以及大量游客的涌入，导致洱海

的污染负荷不断加重，生态修复能力难以维系。 致使

在 1996 年、2003 年和 2013 年， 洱海多次出现蓝藻大

面积聚集和暴发现象，洱海的治理、保护工作迫在眉

睫。 当地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 2017 年大理州推出

了“七大行动”，用于保护洱海，涵盖节水治水生态修

复、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

以及全民保护洱海等措施。 截至 2023 年，洱海保护工

程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湖滨生态系统得以恢复，水

质总体保持稳定。

（二）洱海生态廊道的构成和作用

环洱海而建的生态廊道是一条由人工打造的人

与自然的界限，即将人与洱海相隔，形成人与自然之

间的缓冲带。 目前已建成海西段，全长 48 公里，廊道

内部建有 4 米宽双向自行车道和 2.5 米宽慢行步道。

途经阳南溪（起点）、五棵松、三圣岛、龙龛古渡、才村

码头、富美邑、磻溪村、古生村、海舌公园、桃源码头

（终点）。

洱海生态廊道由多个部分组成，从旅游开发的角

度来看，其景观模块是引入人类活动但尽量减少对生

态环境干扰的关键部分。 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依据绿

色可持续发展原则，选择了包括慢行系统、服务驿站、

生态照明、雨污排放处理系统、智慧设施和文化实施

的景观子模块，既构建了生态游憩活动，又突出了文

化和科普价值，还强调了其低干扰性。 其中，慢行系统

是为洱海构筑的一道物理保护屏障，既突出了洱海的

旅游和康养休闲价值，又在减少了人对洱海的干扰的

同时，满足了人的休闲娱乐需求。 照明系统采用分区

设计原则，遵循“月光照度”的设计理念，使用低照度

等生态照明技术，极大保护了洱海的夜间生态。 洱海

生态廊道的核心功能是净化洱海水质，建立沿途村落

与洱海之间的生态缓冲区， 恢复洱海两岸的植被，增

加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多样性， 最终恢复湖滨系统，而

并非仅为景观和旅游开发服务。 然而，洱海生态廊道

的环洱海特性将沿岸村落串联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旅游路线，成为大理州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旅游发展的“得与失”

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旅游发展的得失都存在，

它既促进了洱海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带来了丰厚

的旅游收入，但又限制了旅游资源和旅游行为的进一

步扩展。

（一）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旅游发展的“得”

洱海生态廊道可以保护洱海的自然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突出洱海地方景观特色，促进区域绿色可持

续发展。 在旅游开发方面，洱海生态廊道已经成为大

理旅游的一张名片和炙手可热的打卡地，沿途的景观

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更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体验，如龙龛

码头、磻溪村 S 弯、才村等环洱海的网红旅游景点。 洱

海生态廊道的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洱海，另一边是白墙

白瓦的白族民居，再远处就是连绵的苍山，宛如一幅

水墨画。 整条旅游路线上没有门票费用和其他附加费

用，旅游者可以自行选择游览方式，如乘坐游览车、租

赁自行车或电动车，低廉的游览费用，既延长了旅游

者的游览时间，又延续了旅游者的游览次数。 数据显

示，自 2020 年 9 月，洱海生态廊道开放以来，累计接

待廊道游客 733.73 万人次，日均近 0.91 万人次；截至

2022 年 7 月， 累计产生直接经济收益 1323.84 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已经成为大理州旅游业绿

色健康发展的新方向。

除洱海生态廊道沿途的自然风光外，途径的多个

白族传统村落也展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既满足了游

客的文化精神需求，又增加了当地村民的收入。 骑行

或步行的游客可以随时去周边的村落品尝白族美食、

体验白族民俗，能够真正近距离感受真实、古朴的白

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一定程度上洱海生态廊

道的建成促进了大理州旅游业的升级转型———从传

统的观光游转向文化生态游，形成了“生态 + 文旅”的

合力发展模式， 促进了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根本上讲，洱海生态廊道既是对洱海生态环境的保

护，又促进了白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洱海生态廊道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大理州

的“全域旅游”，也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

洱海生态廊道为核心的生态经济环，在“全域旅游”视

角下，构建涵盖农业、文创产业、休闲度假、养生养老

等全域化、全景化、全民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充分发挥

旅游业的主导作用和带动功能，推动旅游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现了“廊道生态”到“廊道经济”的转化，促

进了大理州旅游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升级。

（二）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旅游发展的“失”

然而，洱海生态廊道对大理州的旅游业发展也产

生了一定的阻碍影响， 由于生态廊道的公共政策属

性，决定了其内容涉及社区参与、公共利益分配等公

共领域，需满足不同利益群体对美好生态环境日益增

长的需要，因此其旅游资源性会相对较弱。 在生态廊

道的建设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文化

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采取科学和有效的措施，

以实现利益的平衡和最大化。“上关花、下关风、苍山

雪、洱海月”这四大旅游意象中的“洱海月”，以及相应

的“夜间旅游”， 在生态廊道是无法实现的，“月光照

度”的夜间照明理念，路边低矮昏暗的灯光，使得生态

廊道无法提供游客理想、安全的“夜间旅游”环境。 在

对洱海生态廊道“生态 + 文化”的旅游开发中，生态性

是远远超过文化性，但现今游客们更追求的是文

化性。

四、结语

生态旅游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

重要举措，是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所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生态旅游产业迅速崛起，游客的需求

愈发多样， 生态旅游发展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应

用，旅游目的地不断增加，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据统计

数据所示，2024 年全国生态旅游接待游客总量为 2.9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3%，这一数据表明，生态旅游在

全国范围内持续增长，吸引了大量游客。 综上所述，大

理州可以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已建成的洱海

生态廊道，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推动旅游业实现转型

升级。

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时，大理州应该注意以下几

点：首先，要科学规划生态旅游功能分区，充分发挥当

地政府的引导作用。 政府应积极协调社区、学界等各

方关系，促进相互适应与协作。 其次，提升周边民族村

落的参与度，减少隔阂感。 社区及其居民是旅游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参与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因素，既要确保社区从中持续获益，也要充分考

虑游客的利益。 最后，要尽可能地串联周边民族村落

及其他景点，发展“全域旅游”和“夜间旅游”，把握旅

游发展的新方向及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情境教学法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实验学校 高艳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情感内涵。 然而，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古诗

词的教学往往面临学生兴趣不高、 理解困难等问题。

传统的教学方法侧重于背诵和字词解释，难以激发学

生的深层理解和情感共鸣。 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 通过创设真实或模拟的情境，

帮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体验和理解知识。 本文将探

讨情境教学法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应用，提出

五种具体的操作方法，旨在通过历史情境、自然环境、

生活实际、多媒体技术和合作学习等手段，增强学生

对古诗词的理解和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一、创设历史情境增强文化理解

在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历

史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词背后的文化背景和

历史环境。 教师可以在课前准备相关的历史资料，如

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社会风俗等，并通过多媒体手段

（如 PPT、视频）展示给学生。 在教授杜甫的《春望》时，

教师可以介绍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让学生了解诗人

在战乱中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进行角色扮演， 让学生扮演诗中的角色或历史人物，

通过模拟对话或情景再现，深入体会诗人的情感和思

想。 在教授《木兰辞》时，可以让学生扮演木兰及其家

人，模拟木兰代父从军的情景，感受她的勇敢和孝心。

二、利用自然环境激发情感共鸣

古诗词中常常描绘自然景观，教师可以利用自然

环境，带领学生走出教室，亲身体验诗词中的意境。 教

师可以选择与诗词内容相关的自然场景， 如公园、山

林、湖泊等，组织学生进行户外教学。 在教授杜甫的

《石壕吏》时，可以带领学生到附近的乡村或小镇，亲

自体验那种贫困与艰难的乡村生活。 通过实地感受诗

中“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情境，学生可以更好

地理解诗人通过对贫困生活的描写，表达出对战乱带

来的百姓困苦的关注与同情，同时也能体会到诗中表

现出的压迫与无奈的情感。 在教授杜甫的《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时，可以让学生观察秋天的风景和破败的

房屋，体会诗人对贫困生活的无奈与对百姓疾苦的关

切，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愤慨与对社会不公的深

刻反思。

三、结合生活实际增强现实联系

古诗词虽然创作于古代，但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往

往具有普遍性，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帮助

他们找到古诗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教师可以选择与

学生生活经验相关的诗词，引导学生思考诗词中的情

感和思想如何与自己的生活产生共鸣。 在教授白居易

的《卖炭翁》时，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或情境再现，模拟卖炭翁辛苦劳作的场景。 通过让学

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卖炭翁从山中伐薪烧炭，到在寒冷

的雪地里驾车运炭的艰辛过程，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

诗中所蕴含的辛酸与无奈。 在教授常建的《题破山寺

后禅院》时，教师通过诗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等，学生能够感受到诗人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传达

出对寂静与孤独的思考。 教师还可以通过创作练习，

让学生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时光流逝、对寂静

环境的感受，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细腻的自然

描写来体现内心的哲理与思考。

四、运用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在现代教育中，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重要的教学

工具，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丰富古诗词教学的

手段和形式。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诗词的

背景资料、作者生平、历史事件等，帮助学生全面了解

诗词的创作背景。 在教授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

赋壮词以寄之》时，可以通过 PPT 展示南宋抗金的历

史背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爱国情怀和壮志未酬的悲

愤。 教师可以利用音频和视频资源，播放诗词的朗诵

或演唱，帮助学生感受诗词的韵律和节奏。 在教授李

白的《送友人》时，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

演或情境再现，模拟送别时的情感交流，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诗中“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意境与诗

人的依依不舍。

五、开展合作学习促进互动交流

合作学习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策略，教师可以通过

开展合作学习，促进学生在古诗词教学中的互动和交

流。 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负责一首诗词的

深入研究和讲解。 在教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

让每组学生分别研究诗中的意象、情感、修辞手法等，

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和讲解。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

小组讨论，探讨诗词中的疑难问题和深层含义。 在教

授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讨论词

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意象和象征意

义。 通过引导学生思考这句诗所表达的梅花在困境中

依然坚韧、不屈的精神，教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诗人

如何通过梅花的描写，表达出他在困苦中依然坚守理

想、不失风骨的情感。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创

作，模仿古诗词的风格，共同创作一首新诗。 可以让学

生在小组内分工合作，一人负责构思，一人负责写作，

一人负责修改，最后在全班进行展示和评比。

六、结语

情境教学法为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方法。 通过创设历史情境、利用自然环境、结合

生活实际、运用多媒体技术以及开展合作学习，教师

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古诗词的文化背景、情感内涵和艺术魅力。 这些具体

的操作方法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互动性，还培

养了他们的审美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 未

来， 教师应进一步探索情境教学法的多样化应用，结

合学生的实际需求，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使古诗词教

学更加生动、有趣且富有成效，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