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青海三页 青海青海湖鸟岛的导游词
(精选8篇)

梦想是每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旋律，它可以激励我们永不放
弃，勇往直前。实现梦想需要我们发掘自身的潜力和优势，
并善于利用资源。以下是一些激励人心的梦想实现的引用，
让我们一起秉持梦想前行。

写青海三页篇一

地处青海湖的西北部，长约500米，宽约150米，栖息着十万
余只各类候鸟，称誉为“鸟的世界，鸟的王国”。青海湖位
于西宁市以西100公里，是我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内陆咸
水湖。

每年四月，来自我国南方和东南亚等地的班头雁、棕头鸥、
赤麻鸭、鸬鹚等十多种侯鸟在这里繁衍生息;秋天，它们又携
儿带女飞回南方，国家对这类鸟资源十分重视，在岛上设有
专门的保护机构。

在鸟岛观光，交通方便，从西宁出发乘汽车沿青海湖南线经
湟源县和日月山到黑马河镇往北64公里即抵鸟岛，沿青海湖
北线，乘汽车经湟源县、海晏县到刚察县，再往西40公里也
可到达鸟岛。

青海湖鸟岛。它不仅以辽阔、明媚、恬静、雄伟、神奇而著
称于世，而且以其丰富的水中矿产资源和渔类资源吸引着无
数科技工作者和观光浏览的人们。可泛舟湖面观一望无际的
湖景，也可漫游草原享受大自然的风光。

青海湖鸟岛， 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圣地之一，它位于青海省西
宁市西部约130公里处，是我国最大、海拔最高的咸水湖，面
积约4583平方公里。



乘中巴出西宁西行，越过稀疏的村庄，沿着透迄、清澈东流
的小溪，行进在绿色丛林点缀的山谷间的公路上。不久，便
看到像巨大的绿绒绒的地毯铺就般的一座座开阔的山漫草坂。
驱车爬高到达“日月山”，可见两侧山顶各有一幢亮丽的小
亭阁，左为日亭，右为月亭。相传文成公主由此进藏时，由
于思念母亲，悲痛地将陪嫁的镜子摔碎，后人为纪念文成公
主，，故建造此日、月二亭。登上日月山，眺望远处，更为
开阔的绿色草坂尽收眼底，仿佛进入了绿色的海洋。

下了日月山，继续西行，偶有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地或几间
藏民彩帐，房屋镶在绿色草坂之间，在山坡、屋前竖起的高
杆上，五彩经幡随风飘拂。经幡又叫神幡，藏语曰“塔力
俏”，意为“不停地飘动”，这些幡条是用蓝、白、红、黄、
绿五种颜色的布 条做的(有的幡条上还印有经文或神像)，分
别象征天空、祥云、火焰、大地和水。藏民把经幡高悬在显
眼要位，任风吹拂，借助大自然的威力保佑人们消灾祈福、
吉祥如意。或远或近，可见一群群黑色的牦牛，白色的羊儿，
在安然自得地吃着青草。过了黑马河乡右看，紧依绿色草坂
可见一线青绿色的湖水和海心山，蓝色的天空飘着千姿百态
的云团，大自然把自己分割成美丽的空间，绘成一幅极美的
图画。

到了马乃亥乡，右边已是宽阔、平静的青海湖了。这里是鸟
岛的入口处——布哈河入湖口。鸟岛有左右两个，鸟自按类
别分开，左黑右白，互不混杂。从入口处乘车向前行约3公里
下车，进入“青海湖鸟岛”。

大门再步行约200米，登上“鸟岛”观鸟台，只见台下的沙滩
上黑头、灰白身子的银鸥铺天盖地，它们或卧或立，或飞或
落，令人眼花了乱;喧闹的“哇哇”声贯入满耳。在台近处，
成百只大雁卧沙孵卵，它们的“丈夫”们分别呵 护着自己的
妻儿，守卫着自己的家，一旦发现“入侵者”进犯，立即张
开翅膀，高声鸣叫，冲向“敌人”，将其驱走。鸟儿们以沙
作窝，抓紧阳光充足，食物丰富的大好时机栖息养生，繁衍



后代。在鸟群稀疏的空隙里会看到一枚枚散在的鸟蛋“无人
问津”。

空中，不时有列队的大雁或鸿鹅贴着湖面飞过，偶而有天鹅
或信天翁自由自在地翱翔。

从“青海湖鸟岛”大门出来乘车向左行约1公里，翻过一座小
山，便会看到坐落于湖边的又一个鸟岛，它像一口倒扣于湖
中的圆锅，顶部栖满了清一色黑压压的鸬鹚，每个鸬鹚
的“家”都安在一个高高的窠里，层层叠叠，把个山顶布得
严严实实。它们在这里为生儿育女忙忙碌碌，直到儿女们能
展翅高飞时，便神话般地“乔迁新居”了。

写青海三页篇二

青海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我有幸
参加了一次青海的研学活动，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在这个活动中，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拓宽了自己
的视野。以下是我对这次研学活动的心得体会。

首先，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了青海的地理和生
态环境。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中国内陆的最大湖
泊青海湖的所在地。青海湖被誉为“天空之镜”，水天相接
的美景令人陶醉。而青藏高原上的祁连山脉则是青海的屏障，
它那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青海特有的高原气候和珍稀的生
物资源。通过这次研学活动，我亲自体验了青海的高海拔、
低氧的环境，也了解了当地特有的动植物，并对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其次，这次研学活动让我认识到了青海的多元文化。青海是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有藏族、回族、土族等少数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活动中，
我与当地的藏族同学交流了很多，了解到他们的信仰、传统
服饰和舞蹈。我也参观了一些寺庙、清真寺和土族村落，亲



眼目睹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更加
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民族的差异，也让我意识到文化多样
性是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再次，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青
海是生态脆弱区，对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在活动中，我们
参观了一些环保项目，例如大型的风电场和太阳能发电站。
通过学习这些新能源的利用，我认识到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
的重要性，也深刻体会到科技创新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同时，我们还参加了一些志愿者活动，例如清理湖滨垃圾和
种植树木等。这些活动让我亲身感受到自己可以为环境保护
做出贡献，增强了我的环保意识。

此外，这次研学活动也让我收获了良好的团队合作和个人能
力的提升。在活动中，我们组成了小组，共同完成一些任务
和项目。在团队合作中，我学会了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不同
的观点，并且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相互合作，我们
成功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次活动也激发
了我们个人的创新精神和自主学习能力，我们需要主动承担
责任，制定计划，解决问题，从而提升了自身的能力。

总结起来，这次青海的研学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入理解了青海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了解
了青海的多元文化，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通过团
队合作和个人能力的提升，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次活
动让我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尊重多元文化，提高团队合作和
自主学习能力。我相信这些经历将对我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产
生深远的影响。

总的来说，青海的研学活动给了我一次难忘的体验。通过这
次活动，我不仅拓宽了视野，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提升了个
人能力。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再次参与这样的研学活动，
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



写青海三页篇三

青海位于中国西北地区，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城”，这里
山川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然而，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
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青海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为
了改善这一状况，我参加了一次青海环保行动，深深地体会
到了环保的重要性。以下是我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环保事业的紧迫性。在青海的环保行动中，
我亲眼目睹了当地湖泊的水质污染和山区的植被退化的情景。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威胁着整个生态系
统的稳定。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将日益严重，最
终可能导致整个地区无法维持生态平衡。因此，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认识到环保事业的紧迫性，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努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我认识到环保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一场彻底的环
保行动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监管，还需要企业、学校、媒
体以及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在青海的环保行动中，我们与当
地企业合作，共同清理了河流的河道垃圾，展开了关于环保
的宣传活动。通过这次合作，我深刻理解到，只有当社会各
个方面都积极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才能够实现环保的长远
目标。

再次，我认识到环保是一项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任务。环境
问题的产生并非一日之功，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就能彻底解决。
青海的环保行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次行动虽
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只有进行多次持续不断的行
动，才能够逐步改善环境的状况。因此，我们需要有持之以
恒的环保意识，不断积累环保的经验和知识，才能够在环保
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效。

最后，我认识到环保的方法需要科学合理。在青海的环保行
动中，我们注重科学的方法和策略。例如，在河道清理过程



中，我们使用了环保型的工具和设备，避免了二次污染。同
时，我们还进行了水质采样和监测，确保达到环保标准。通
过这些实践，我深刻认识到环保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是需
要科学的方法和策略来指导。只有科学合理地进行环保，才
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参加青海环保行动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和体会。我
认识到环保事业的紧迫性，认识到环保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认识到环保是一个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任务，认识到环保的
方法需要科学合理。这些体会使我深刻意识到环保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
才能够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一个美丽的青海。让我们携手，
共同努力，为建设绿色家园，共创美好未来而奋斗！

写青海三页篇四

今天我们准备去游青海，早上六点多，我们一家去姨奶奶家
集合。在姨奶奶家吃过早饭后，我们一家坐着一辆车，大大、
表姑、表妹和表弟坐着一辆车。

在路上，我看见公路两旁有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动物有：
各种各样的毛牛和美丽的马鹿！和九天玄女庙，还有国家多
巴体育基地！

到了青海湖，我往远处一看发现天空和青海湖连在了一起，
我分不出哪个是天空，哪个是青海湖！因为青海湖看起来无
边无际，和天差不多，青海湖还很清澈！湖边有一块大石头，
上面写着“青海湖”三个字，在这块大石头的顶端有一个完
整的牛头。这块大石头面前，有一头漂亮的大白牛！我还自
学会了用石子打水漂呢！

过了一会，我的妈妈让孩子们去换藏族的衣服，当我换完衣
服又戴好头饰后，弟弟妹妹们都说我像电视里的人物——慕
雪！表姑说：我的弟弟像电视里的人物——郭靖小的时候！



我们个个都像个小公主，漂亮极了！于是，大人们为我们找
了许多相片，还录了相呢！

照完也录完后，爸爸又开车带我们来到了沙漠。沙漠也是无
边无际的。在这里，我不仅克服了滑沙，还懂得了“只要坚
持努力，就会胜利！”这句话。爸爸骑沙漠摩托车带我和妹
妹兜风，大大骑沙漠摩托车带我的表妹和我的表弟兜风，刺
激极了！我们在沙漠里要光着脚丫走，因为沙子太细都到我
们的鞋子里了，沙子被太阳晒的像火烧过了一样非常的烫脚！
我们在沙堆里用沙子团成的球向对方扔去，快乐极了！我还
堆了个城堡呢！我们就算只玩一个游戏也不会玩厌的！这一
天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回家了！

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天啊！

写青海三页篇五

海北州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东南与西宁市的大通县、海东地
区的互助、湟中、湟源县接壤；西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大治
州的天峻县毗连；南与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隔湖相望；
东北与甘肃省的天祝、山丹、民乐、永昌、张掖、肃南等市、
县毗邻。

海北州古代为羌族居地。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骠骑将军
霍去病击败匈奴，汉军进入湟水流域，羌人迁至祁连山下放
牧。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今海晏县三角城设
置“西海郡”，辖海晏、刚察等地区。后因王莽篡政纷乱，
郡邑废弃。东汉永元十四年（公元4年），王莽在今海晏县三
角城设置“西海郡”，辖海晏、刚察等地区。后因王莽篡政
纷乱，郡邑废弃。东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20年），复置“西
海郡”（以上见《西宁府新志》）。晋和十六国时（公
元265―420年），设置西平郡，海北州属西秦、北凉、南凉
统治（见《甘肃通志稿》）。隋大业五年（公元620年），炀
帝击败吐谷浑伏允主力后，又设置“西海郡”，郡治多至伏



俟城，海晏、刚察仍属期管辖（见隋书）。唐贞观五年（公
元631年），设置米川县，辖门源地区。唐咸亨三年（公
元672年），徒吐谷浑诺曷钵于浩门水南。唐广德元年（公
元763年），徒蕃占据青海，海北州属其域（以上见《甘肃通
志稿》）。

元朝设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海北州归其管辖。明洪武
八年（公元1378年），设安定、阿瑞二卫。海北州在二卫辖
境。明正德四年（公元1520年），蒙古族和硕特部落固始汗
自新疆入青海，统一了蒙古族分编为5部29旗。其中，海北地
区有11旗，置于青海钦差大臣（驻西宁）管辖之下。同时，
筑起了大通（今门源县城）、白塔（今大通县城关镇）、永安
（门源县城西北55公里处）3城，在今门源县城设“大通卫”，
辖永安营和白塔营，属西宁府管辖。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
年）迁卫于白塔。清乾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改卫为县
治。1920年，青海建省后，划达坂山以北设置门源县，祁连
地区和原属西宁府的仙米、珠固划归门源县。1939年，设祁
连设治局。1943年，海晏建县。刚察为教兰理事辖区。

写青海三页篇六

在那美丽的青海省，有一片举世闻名的青海湖，那儿有我无
限的遐想和无限的幻想。

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清澈见底的湖水，湖水是那么的宁
静，她悄悄地，慢慢地从我身边走过，可我却没有感觉到她
在流动;湖水是那么的绿，从山上眺望那湖水像是一块无瑕的
翡翠;湖水是那么的清清得能望见湖底的石头。坐在船上，划
动桨儿，只能听见桨儿划动湖面的“哗——哗——”声，当
时间停止在那一秒钟，我认真地，仔细地倾听，才能听到湖
水静静地歌唱声。

向远处眺望，水天之间，一片白茫茫的，天空雾蒙蒙的。远
处山脉连绵不断。湖面上鸭子一摇一晃地称赞这美景。



湖边的草原一望无垠，小草显得生机勃勃的。她们努力地向
上钻，它们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它们谈论着春天的新生活
和冬天的趣事。当阳光照耀在草地上，草地映着天，天变绿
了;映着雾，雾变绿了;映着风，风变绿了。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向远处望去，有许
多白色的、黑色的小点点。

再往前走，是大片大片的花，有红的、有白的、有粉的……
她们不像公园内开的花那么娇艳，它们不像枝头引人注意的
花那么艳丽。它们是那么的朴素、纯洁，它们不畏严寒，酷
暑。“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人们走上去拍照，留下美好的记忆和无限的遐想。

写青海三页篇七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青海的研学之旅。这个研学活动不
仅让我亲身体验了西部地区的自然风光，还让我对当地的文
化、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下面，我将从美景、研学内容、
文化交流、团队合作以及心灵成长等五个方面，谈谈我在青
海研学中的心得体会。

首先，青海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生活在城
市的孩子，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如此壮美的自然景观。在青
海的大草原上，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宽广无垠的世界中，湛蓝
的天空和青青的草地相映成趣，给人一种无尽的宁静和舒适。
除此之外，青海还有许多珍稀的动物，如藏羚羊、雪豹等。
它们不仅仅是青海的珍宝，更是我心中的瑰宝。在亲眼看到
它们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为它们的顽强生命力和坚毅不拔而
折服。

其次，研学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知识。我记得我们去了一
个古老的藏族寺庙，在那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藏族文化的



知识。我们不仅学习了藏族寺庙的建筑特点，还学习了藏族
人的生活习俗。比如，他们的传统服装以及传统的饮食习惯
等等。这些知识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通过这次研学活
动，我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对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更加感
兴趣。

第三，这次研学活动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他地域文化的
机会。我们与当地的藏族同学进行了交流。他们用自己的母
语传授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语言和写字的知识。通过这种语言
的交流，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藏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
对这种文化交流的体验非常满意，我感觉好像找到了一座通
往了解其他地域文化的桥梁。

另外，这次研学活动也让我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红
旗草原上，我们所有的同学都需要一起完成一项任务。这个
任务是在限定时间内，在给定的区域内找到指定的植物。我
发现，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大家能够互相帮助，共同努力，
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这次经历教会了我团队合作的真正意
义，团队中每一个成员的贡献都非常重要。

最后，这次研学活动也让我在心灵上有了成长。在参观了一
家青海的孤儿院后，我带着对孤儿们的惋惜和同情离开。我
被他们坚强的内心深深地打动，他们虽然没有亲人，但是他
们依然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生活中的
困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就能够战胜
一切挑战。

总之，青海这次研学活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次
活动不仅让我亲眼见识了青海的美景，还让我学到了很多知
识。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我更好地了解了西部地区的文化。
团队合作和心灵成长也是我在这次活动中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相信这次研学活动将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对我的
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写青海三页篇八

青海自然风光秀美，多元文化交融，而青海精神则是这片土
地与人民的共同精神追求和心灵体验的总和。在这片土地上，
我深刻领悟到了青海精神的内涵，见证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影
响力。下面，我将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勇往直前和报国
情怀四个方面，来分享我的关于青海精神的心得体会。

首先，青海的自然环境是青海精神的源泉之一。青藏高原辽
阔的草原、苍茫的湖泊、壮丽的雪山，无不展示着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力与博大精深。
而青海人民对大自然的钦佩与尊重也深深地体现在他们的行
为和思想中。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用
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净土。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敬，凝聚成了
青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

其次，青海的多元民族文化是青海精神的丰富体现。青海是
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藏族、汉族、回族等众多民族和谐
共处。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宽容。
他们相互尊重，互相学习，共同建设。我曾参观过藏族寺庙、
回民清真寺，了解了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感受到了包容与
和谐的力量。这种跨越民族界限的情感和精神品质，是青海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再次，青海精神中蕴含着“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青海地
处海拔高、空气稀薄的高原，这里的人们要面对日益严峻的
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然而，他们始终保持着乐观向
上、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敢于面对挑战，毫不畏惧。这种
勇往直前的精神，激励着他们超越困难，努力奋斗，不畏艰
险，勇攀高峰。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青海精
神中所蕴含的可贵品质。

最后，青海精神中弥漫着报国情怀的浓厚氛围。青海人民热
爱祖国，为祖国的富强和安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无



论是在建设、生态保护还是文化传承方面，他们都时刻秉持
着对国家的忠诚和执着。我常常听到青海人民谈论他们的梦
想，那就是为祖国发展做出更多贡献。这种报国情怀，激励
着他们奋发向前，不断努力，为祖国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青海精神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关系，包含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传承优秀文化、勇往直前、
报国情怀等方面的内涵。在我与青海这片土地的相处中，我
深深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力量和影响。它启发着我追求梦想，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始终以报国为己任。这样的精
神，将继续激励着我为青海的繁荣和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