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数字洪流裹挟着碎片化信息与算法推荐

席卷而来，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为青

少年构筑正确的价值坐标，既构成了时代赋予

的必答题，更孕育着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当

苏东坡的治学精神遇上 AI的知识图谱，当司

马光的勤勉思考化作智能系统的个性化学习方

案，跨越千年的教育对话在数字原野上萌发。

遥想当年，司马光执 《资治通鉴》书稿而

立，将千年兴衰凝练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

道”的智慧；今观 AI课堂，历史名师可以借

全新技术重现“澶渊之盟”的博弈现场。这种

古今辉映的教学图景，给求学者带来了巨大的

帮助。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青年思想引

领工作正面临着全新格局。在信息泛滥、快

餐式阅读盛行的当下，真正能帮助青年建立

独立思考能力、形成正确价值判断的，仍是

那些能够拨开迷雾、启迪心智的专业教师。

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无论科技

如何变革，优秀教师始终是教育不可替代的

核心。如何服务国家文脉传承大局，充分发挥

优秀教师的引领作用，结合智能科技优势，共

同打造思想引领新模式，让年轻一代在信息迷

雾中淬炼出批判性思维的火花，在价值多元的

浪潮中锚定精神航向，需要媒体和教育行业等

各方共同发力。

然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实依然存

在，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时常难以触及优质教育

资源。同时，AI生成内容的井喷式增长，正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叩击着传统教学模式的门

扉。基于此背景，中国青年报社凭借自身优质

内容基础，推出“跟着名师学做中考阅读理解

题”特色课程。该课程以权威教师讲解为核

心，结合已入选中考试题的 《中国青年报》文

章，从阅读技巧到思维培养，再到语言表达训

练，全方位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不仅帮

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更培养学生深度阅读和

独立思考的素养。

当 AI 复原苏轼批注 《汉书》 的思维轨

迹，上海名师丁施亮将其总结为“大处着眼，

细处用心”，引导学子像古人般在字缝间寻幽探

微；当墨子“摹略万物之然”的科学精神遇上广州

名师李旭山，“解码阅读与写作的新路径”犹如量

子隧穿般展开现代演示……这种跨越时空的“双

师课堂”，助推当代名师更好地立德树人。“化学反

应”就此展开，让家庭和学校教育有了无限可能。

为深度呈现课程精髓，中国青年报特别对话

了讲授课程的 10 位中考命题专家和教师，他们

一致认为，中高考命题越发注重考查学生的思辨

能力，要求学生在复杂关系中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而非简单地考查知识。正如上海市静安区教

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员、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冯

渊所言：“教师的最大功能不是教给学生知识，

而是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策略、技巧，训练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育需要构建双向互动的认知场域，既

要唤醒学生的求知内驱力，也要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成为优秀的阅读者、理性的思考者

和个性的表达者。这些关乎人格塑造与终身发展

的核心素养，唯有通过专业教师的思维引导与方

法传授，才能在学生的心田生根发芽。“老师教

的不仅是识字写作，更是帮助学生发现世界的美

好，理解人生的复杂，感受生活的诗意。”云南

省名师工作坊坊主、昆明市学科带头人赵玲表

示，“语文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一张试卷的分数

中，更在于学生未来人生的幸福与充实。”这些

浸润人文色彩的教育理念，正是人工智能无法复

制的育人精髓——当传统师者的育人情怀插上智

能技术的翅膀，“一位名师影响万千学子”的教

育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跟着名师学做中考阅读理解题”课程正是

这种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它不仅是提升阅读能

力的学习工具，更是帮助青少年培养批判性思

维、增强人文素养的重要渠道。未来，中国青年

报将基于这一模式，开发更多面向不同年龄段青

少年的优质教育产品，形成“媒体＋教育”的创

新生态，实现立德树人与智慧教育的交响共鸣。

人工智能终归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利器。当

名师的思想深度与人格魅力遇见智能技术的普惠

效能，新时代的教育图景徐徐展开——这里既有

技术赋能的精准，更闪耀着人文关怀的光芒。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宁夏西海固的星

空下，牧羊少年打开智能终端学习已是寻常事。

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已被优化为阅读

理解的金钥匙，他的每篇习作，都能获得名师与

AI系统的双重批注——前者勾勒人文情怀的温

度，后者标记逻辑架构的精度。这种古今智慧的

合璧，恰似王夫之笔下的“新故相资而新其

故”，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站在 AI掀起的技术奇点上回望，教育创新

的密码或许就藏在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状态中。当

墨子“言有三表”的实证精神融入 AI 写作训

练，当韩愈“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理想通过直

播课堂传承下去，我们终将理解：真正的教育革

命，不是用技术取代人文，而是让算法承载千年

文脉、让名师智慧乘着数字东风，在中华大地上

书写更精彩的故事。

（本文由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郑欣宜、赵
小萱，记者宋宝颖，张耀华、高庆彪运用AI工具，
通过人机协同流程完成）

AI赋能×名师指点：重构青少年学习模式

当机器开始思考当机器开始思考，，教师该如何更好地育人教师该如何更好地育人

重视思辨性阅读
如果说实用性阅读提供了解决实

际生活问题的能力，那么思辨性阅读
解决的就是人思想认识观念上的问
题。通过思辨性阅读，能让学生澄清认
识、辨明是非，进行理性思考，并保持
在能够时常自我反省的一种状态。

从初读者、审美者成长为鉴赏者

在阅读中，我们一开始都是语言文字
的初读者，逐渐会成长为文学的审美者，
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鉴赏者。从阅读
一篇文章，到把握一种文类的过程，其实
就是在对初中阅读进行相对结构化的知
识构建。

诸定国，江苏省中学
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
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
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
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
工程”培养对象，南京市
中青年拔尖人才，南京市
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

把课堂还给学生

教师的最大功能不是教给学生知
识，而是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策略、技
巧，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
语文教学应该更多地把课堂还给学
生，对于学生在理解文本过程中产生
的困惑，教师可以提供参考文献资源，
但不要下结论。

冯渊，上海市静安区
教育学院高中语文教研
员，上海市语文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兼任南
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安徽师范大学语文教育
研究中心研究员，洛阳师
范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
导师。

阙银杏，浙江省温
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初
中语文教研员，浙江省
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
高级教师。

掌握分类方法，进阶思维训练

用对比的方法，完成对比的任务，得
出对比的结论，对比点要对应。如果发现
小的差异，就把它揭示成大的差异；如果
发现大的差异，力求把它揭示为本质差
异。分类排序、分类对比是思维训练的基
础层面，将它们学好、用好，才能进入更高
阶的思维训练。

李旭山，广东实验中
学越秀学校正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
特聘教师。

成为好的深度阅读者和个性表达者

我一直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
使学生成为一个好的深度阅读者，二是成为一
个好的个性表达者。老师要以激发学生阅读
的内驱力为目的，以培养他们的听说读写能
力为途径，以健全他们的人格为宗旨，从而帮助
学生成为好的阅读者、好的个性表达者。

程云，江苏省南京市
职教（成人）教研室语文
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
职教高级讲师，南京师范
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南
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扫码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体验“中国青年
报·搏课”——这一战，我们陪你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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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感受身边的生活和事物

整个初中阶段是孩子一生当中
读书的“井喷”时期，如果把握不住，
可能以后很难再有大量时间能够静
心读书了。作为家长和老师，一定要
引导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用心感受
身边的生活和事物。

李凌云，安徽省合肥
市第三十八中学语文高
级教师，合肥市优秀教
师，合肥市第二批语文骨
干教师，合肥市首批名师
工作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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