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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耕读视角，分析在学习构成中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学习的平衡，让自身既具备现代学习下的思想、理论，同时汲取先人

所遗留的宝贵智慧财富，让二者相辅相成，促进自身素养的全面提升。研究阶段，在解读“耕与读”内涵基础上，本文秉持耕读结合的原

则，在明确历史传承与现代学习结合价值基础上提出寻求传统、现代学习平衡的有效路径，以期让自身以及同龄青少年们掌握平衡古今知

识的方法，助力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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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学习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学习之间的平衡，

能够让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不被现代科技、思想浪潮所腐蚀，凭

借先人留下的文化与经验始终秉持着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与高度的

清醒。同时，历史文化与现代学习的融合，也能够让青少年在学习、

拜读先人遗留的智慧精华同时不会盲目地遵循、贯彻，而是秉持

批判性的现代思想与眼光去合理学习、摄取、借鉴。

一、“耕与读”之内涵

在学习过程中，“耕”与“读”的内涵，在于实践与理论二

者的协调统一。“耕”代表着成长、学习过程中的动手能力，这

种能力的培养除了课堂接受教育，还来自于实验、实践、自学中

的锻炼。“耕”的行为，不仅促进着人们对自身所学知识的运用，

还可以增强个人的问题解决能力、合作精神以及学习中的创新意

识。“读”则是超越课本知识，扩展到广泛阅读与信息收集、处

理的行为。对于中学生而言，“读”的价值不仅仅在掌握、理解

课内的教材，更涵盖了课外书籍、网络资源以及数字化时代下的

信息收集、批判与分析。“读的”过程，可以开拓人们的思维，

逐渐形成独立思考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从而在逐步积累之下养

成更加全面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二、历史传承与现代学习结合之价值

在求学过程中，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学习实现有机结合的价值，

可以体现在树立文化认同与民族自信，形成自身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以及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一）树立文化认同与民族自信

在历史传承与现代学习的结果进程中，一方面，通过接触中

华文明的辉煌成就，青少年能够感受到祖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历

史课程，可以让青少年了解从古至今的伟大人物、重要事件，这

不仅可以增强对中华文化之认同感，还可以让当代青少年意识到

身为中华儿女的责任与荣光。另一方面，现代学习方法，让青少

年掌握了先进技术、思想与全球视野，这些都为中华儿女在国际

舞台上展示中华文化、展示自我提供了基础。通过历史传承、现

代学习的融合，可让青少年既不迷失于现代化的浪潮中，也不会

割裂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这种民族自信，可以让青少年在未

来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的坚定与自信。

（二）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历史传承和现代学习的融合，可让青少年在学习古人智慧、

经验过程中，并非盲目去接受，而是通过现代化、科学化的思想

去验证、考量。历史文化的案例研究、时事分析，培养了青少年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青少年学会从多角度看待、分析问题的根

源以及发展脉络。同时，现代学习所强调的创新，也在鼓励青少

年以前人的基础、经验为奠基，在学习与思想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拓展新的思路。通过这种融合，青少年不仅可以继承优秀的传统

文化，还能在思维方式、实践中不断创新。

（三）提升自身综合素养

首先，了解、理解历史文化，可以丰富青少年的知识体系，

扩展视野，使之更具备更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文学、哲学思想、

历史事件，都在培养着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辩证思

考能力。其次，现代学习方法如项目学习、跨学科探究、科技的

应用，帮助青少年掌握了当代最前沿的知识、技能，培养了信息

素养与团队合作精神。历史传承、现代学习的融合，将以无与伦

比的形式促进青少年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在为今后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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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还会学会尊重传统、展望未来、珍惜当下。

三、当代初中生在传统与现代学习中的平衡路径

当代初中生在求学过程中，为了达成传统文化、现代学习之

间的平衡，应学会对学习任务的整合，同时应加强自身课外阅读

与探索，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并发挥现代技术背景下数字化平台

的优势，让自身能够摄取更多的传统文化、现代知识，有效充斥

自身的知识储备，从而让自己不会迷失在现代科技的海洋中，也

不会盲目遵从、贯彻先人留下的经验。

（一）对学习任务的整合

学习任务的整合，目的在于在开展现代知识学习或历史文化

学习期间，实现另一维度的有效融合。一方面，青少年应在学习

期间，结合学科的内容实现深度探讨。例如，在学习传统诗词时，

青少年不应仅限于理解字面的意义，还应深入挖掘其历史背景、

文化价值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带来的启示。这一过程，可以通

过写作练习来撰写分析文章，探讨传统诗词在现今社会中的应用

与影响，从而实现对古代智慧的现代化解读。再例如，学习现代

知识课程期间可以引入对古代知识、技术的对比。譬如开展科学

实验或技术创新项目学习期间，可以在自学期间引入古代技术与

现代方法的对比研究，如制作古代的机械模型，同现代机械进行

比较，探讨其原理与应用场景的变化、发展进程。跨学科的学习，

不仅可以扩展自身的知识面，还可以一并培养自身的动手能力和

创新思维。

（二）加强课外阅读与探索

在现代学习构成中，青少年应加强课外读物的阅读与知识探

索，在合理拓宽自身知识面同时，深度理解传统文化、现代知识

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一，青少年应加强历史小说、文化杂志的阅

读与探索。这些读物会通过生动的故事、翔实的历史背景，将传

统文化以更为直观的形式加以展示，如阅读《红楼梦》这类经典

文学作品，可以让自己感受古代社会风貌、人际关系以及古人价

值观念，思索其在现今社会中的意义、反思。其二，阅读科学类

书籍，在了解前沿的科学知识同时，激发自身对现代技术的兴趣，

并引导自身开展跨领域思考。例如，在阅读《时间简史》时，可

以通过对宇宙理论、时间观念的理解跨领域分析中国古代对天文

学的探索以及贡献，从而建立起对古今科学发展的整体认识。

（三）积极参与文化活动

在寻找传统与现代学习的平衡期间，积极参与文化、科技活

动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产于这些活动、社团，青少年不仅能够加

深对传统文化、现代技术的理解，更可以培养自身的综合素质、

实践能力。例如，参与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历史文化活动、历史文

化社团，青少年可通过研究地方文化遗产的了解、研究，进一步

了解本地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文化意义。这种活

动的参与，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历史知识，亦可增强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与保护意识。同时，参与现代化科学活动、科技社团，可

以让自身认识到现代科技如何改变社会、改变生活，并将自身掌

握的科学理论向实践成果进行转化。

（四）学习使用数字化平台

除了学习任务整合、课外阅读探索以及积极参与活动，青少

年还应在课余时间学会如何基于数字化平台去获取更多的历史、

现代文化换姿势，借助科技与网络力量来更为便捷获取资源，实

现传统、现代学习的个性化平衡。例如，青少年可基于智能手机、

浏览器查找历史知识、现代知识学习平台，自平台获取历史、现

代知识的阅读文本、纪录片、短视频内容，从而以自身的兴趣为

依据自主性平衡传统与现代知识的摄取，实现个性化、灵活化的

平衡学习，让自身在信息化时代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传统、现代知

识和谐统一。

结语：

现代学习，赋予了青少年批判性的思维、视角以及大量现代

化学习方式、学习思想。传统文化，则为青少年提供了大量历史

发展事件、历史人物事迹以及先人留下的智慧。只有充分平衡传

统文化与现代学习，才能让青少年始终秉持客观、清醒的思维去

看待世界，理性面对外界对自身施加的各类信息，自海量信息中

汲取高价值营养，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身心成长起到有效的保

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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