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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非连阅读的类型及考情分析
魏　迪

（盘锦市第一完全中学，辽宁 盘锦 124010）

摘要：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与课程改革的推进，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越来越得到教师们的关注，尤其是语文学科教师。非连续性阅

读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联系密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具有时代性、生活性、文化性等特点，作为初中语文教师，我们要深挖教学素材，聚

焦时政关注生活热点，激发学生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兴趣，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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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推进，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已经在中考试

卷中出现，并且逐年在增多，为提高学生的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

能力，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语文非连续性文本的解读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7--9 年级）学段目标与内容

的阅读部分提出，“阅读由多种材料组合，较为复杂的非连续性

文本，能领会文本的意思，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非连续性文本”又称“间断性文本”，它围绕一个事物或主题，

多以使用说明书、时刻表、图解文字、目录、数据表格、曲线图、

广告等形式呈现。“非连续性文本”具有非连续性特点，涉及的

学科也非常广，非连续性文本具有直观性和概括性、生活化和实

用性、逻辑性和综合性等特点，非连续性文本已经在语文教学、

中考命题、学科竞赛中被广泛运用。

二、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现状

（一）教师缺乏认识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逐渐出现在 2011 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但是，

有些教师并没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在教材中，

没有专题板块，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陆续在各

类考试中频繁出现，但是分值比较少，也没有引起教师们的注意，

教师们把注意力多集中在必读课文上了，这样非连续性文本在语

文教学中就被忽视了，处于没有太多人去关注的地位，学生们更

谈不上关注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这就给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学

习带来了障碍。

（二）学生积极性低

长时间以来，学生对非连续性文本漠视，学生平时接触比较

多的是传统形式的文本，主要表现在考试及平时练习时，阅读的

题材大多都是反映一个主题，以记叙文或者散文为主的体裁，大

多倾向于亲情、友情、师生情、道德、法治、成长感悟等，非连

续性文本呈现往往是复合型的，篇幅比较长，容量比较大，信息

量多，学生们在面对新型的非连续性文本的时候，有些抓不住头绪，

有些新的表达方式学生们还没接触到，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对非连

续性文本阅读有抵触情绪，积极性不高。

（三）教育资源匮乏

纵观初中语文教材，传统的连续性文本占据着主导地位，非

连续性文本在教材中占有很少，因此，有关非连续性文本的教育

资源等也只能被迫地徘徊不前，这对于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教学

带来了障碍。

三、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考情分析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虽然显现不是太明显，

但是，随着中考试题的多元化，中考阅读试题越来越向非连续性

文本阅读靠近，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具有时代性特点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以时事为内容进行中考命题。例如：2020

年本溪模拟试题：根据时事新闻，出示三则阅读材料，即第一则

阅读材料是：废玻璃是一种生活垃圾，它的存在造成大量的能源

与资源的浪费：……第二则阅读材料是：回收利用废玻璃有什么

好处？……第三则阅读材料是：世界各国开始设置废玻璃回收集

装箱……

 通过以上两则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选题事例，我们可以看出，

试题都是通过时事等形式展现非连续性文本，学生通过阅读，在

最短时间里，对非连续性文本所传递的信息，结合实际拓展，进

行理清题干，发散思维，精准表述答题要点。

（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具有生活性特点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以社会生活中的人民健康、价值观、亲情、

民生、环境、科技等等主题进行命题。例如：2021 年安徽省模拟试题：

出示三则阅读材料理解题，即第一则阅读材料是：关于“天宫一号”

成功登陆过程……，第二则阅读材料是：“天宫一号”整个着陆

的过程……第三则阅读材料是：人类目前移民火星的可能性……，

通过对以上三段非连续性文本科技试题方面的阅读分析，在平时

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多积累知识的习惯，同时还要关注人类科

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从而为培养学生具有实践精神与创新能力奠

定坚实基础。

又如：选自《经济日报》一则阅读资料：关于近日国务院颁

发的过于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方案；另一则新闻是，

选自《孝心无价》杂志的阅读，为父母尽一份孝心的事例；最后

一则是诗歌，“孩子，当你还很小的时候”的一首诗，这三则非

连续阅读试题材料，意在培养学生对国家、社会、其他人要有爱心，

要关心爱护老年人。

（三）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具有文化性特点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以家国情怀、传承文化、歌颂伟大的民族

等等体裁为依据，进行考试命题。例如：2021 年辽宁铁岭市模拟

试题：出示三则阅读材料理解题，即第一则材料是：《每个奋斗

的你都了不起》，讲述的是地铁站里，站务人员认真细致做好服

务……，第二则阅读材料是：《岁月为证 奋斗不止》，讲述的是

医院病房里白衣天使坚守岗位，救死扶伤，舍小家为大家的感人

事例……第三则阅读材料是：《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讲述的是在艰难环境，只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坎坷波折，才能显

示勇敢坚毅的品质……

又如：2020 年北京市模拟试题：出示三则阅读材料理解题，

即第一则阅读材料是：讲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

厚的文化》……，第二则阅读材料是：讲述的是《如何更好地继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第三则阅读材料是：讲

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再如：在语文教学中，讲述《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篇

文章时，出示了国学经典故事文天祥的事故，让学生理解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等体现出的爱国精神，说说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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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具有哪些高尚品质？在学习海燕这课时，同时给学生出示弘扬

国粹，传承经典的故事，来拓展学生的知识量，并为学生非连续

性阅读起到铺垫作用。

以上事例都是关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话题，通过对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分析，学生要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地对非连

续性文本进行解答，这就要求学生平时学习备考时，就应该多读、

多练与积累关于民族文化主题的材料，从而使得学生能适应非连

续性文本阅读出题及答题方式。

四、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策略

随着语文课程改的推进，作为初中语文学科教师，我们要适

应新形势下的语文学科的改革，与时俱进，要在打好语文学科基

础知识的上下功夫，还要指导好学生阅读的方式与方法，把非连

续性文本阅读纳入平时的教学中去，只有教师重视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学生才能在教师的指导下，激发学习、积累、整理关于非

连续性文本阅读的知识，学生才能在阅读中重视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如何加强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的学习。

（一）深度挖掘教学素材

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初中语文教学中非连续

性文本的选取仍旧主要集中于教材。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

巧设非文本阅读问题，拓展学生的思维，整合相关知识点。例如：

在讲七下《邓稼先》一课时，要适时出示关于杨振宁的小知识，

以及《孙家栋：中国航天“大师”》的阅读材料，为学生提供这

些拓展素材，有助于拓展知识，为学生今后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储

备资源。

又如：讲授七下《闻一多》一课时，在感悟闻一多先生严谨治学、

表里如一的人格，适时出示指导学生自主阅读臧克家事例及《“山”

里寻他千百度》一文节选，可以引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对非连续

性文本进行阅读鉴赏。

（二）整合与重组教材资源

在初中语文新课标理念指导下，要充分利用教材原有的资源，

进行优化组合设计，提高学生的理解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对非连

续性文本中提供的信息进行甄别、探究的能力。 

例如：在讲授七下第四单元时，这个单元一共包括四课的内容，

即讲完四课内容时，教师可以带着学生对这四节内容进行整合再

组，让学生整体体验探险与科学幻想在人类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伟

大价值。第一课《伟大的悲剧》一课颂扬了五个探险者为事业而

献身的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太空一日》一课赞扬了杨利伟勇

于探索太空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带上她的眼睛》一课通

过写一次奇特的度假经历，告诉我们要热爱平凡、珍惜当下生活；

《活板》一课让我们了解活板的制作过程及“活”字的特点，感

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阅读学习这四课的内

容，激发了学生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兴趣。根据这个单元内容，教

师可以拟定探索科学奥秘为主题，开一个主题演讲班会，让学生

畅所欲言，发表感想，把学到知识再一次进行升华。

（三）聚焦时政关注生活热点

收集国际、国内大事、新闻纵横、社会热点、时政分析、校

园内外等新闻，在上课时，出示给学生，即丰富学生们的知识，

又调动了学生们探究问题的求知欲。

例如：在讲授《邓稼先》一个课时，出示“天宫课堂”在中

国空间站开讲的一段小视频，让学生感受科学技术的重要，学习

邓稼先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精神，从而提高了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的能力；在讲授《驿路梨花》一课时，教师出示两副梨花的图片，

让学生思考由梨花能想到哪些带有梨花的诗句？——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玉荣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等等

诗句，在这些文中的梨花都有哪些不同的象征？让学生思考文本

讲的是什么故事？让学生把贴近社会生活的信息与教材知识进行

整合，提炼主题，锻炼思维能力，提升理解辨析力。运用音乐、

时事新闻、诗句、图片来引入非文本阅读资料，培养了学生的拓

展探究的精神。

又如：在学习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一课时，出示爱国人

士，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林则徐“苟

利国家生死以”，从曹植的“捐躯赴国难”到鲁迅的“我以我血

荐轩辕”，一代代诗人，用诗歌唱出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四）激发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兴趣

兴趣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充分调动学生阅读的兴趣，是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最直接的途径。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设计适合

学生发展的教学方式，运用各类文本，把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融入

学生学习的点滴中。例如，在学习七下《黄河颂》阅读课文时，

插入两幅图片，并配上《黄河大合唱》音乐，教师带领学生有感

情的阅读课文，然后让学生说出此时感受到的情感。

又如，学生对一些广告语及影视片感兴趣，教师可以适度地

把这些内容引入教学中，来激发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兴趣。再如，

在学习九下《蒲柳人家》这个节选课时，首先让学生们思考列举

所熟知的爱国的英雄人物，随后教师总结，并出示爱国将领戚继

光抗击倭寇的事例，禁烟英雄林则徐，左宗棠收复新疆，郑成功

收复台湾等爱国事例，这样让学生们感受了那些侠肝义胆、疾恶

如仇的英雄人物令人荡起回肠……今天我们学习刘绍棠的《蒲柳

人家》就是一篇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有着独特风格的乡土文学

作品，这样很自然地让学生们走进栩栩如生的人物——刘绍棠。

（五）拓展文言文阅读非连续性文本学习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文言文阅读是学生学习的教学难点，也

是学生不感兴趣的知识内容，学习文言文阅读要比现代文阅读难

很多。

例如，2021 年营口模拟试题中，就是把《河中石兽》的第三

段与《石钟山记》节选放一起出了一道题，此题出的考点是：加

点的词语在文中的意思？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并让学生阅

读思考题，两篇文言文共同阐释了一个什么道理？这道题出题的

意图，是培养学习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学生理解非连

续性阅读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在提倡全民参与读书活动之际，身为初中语文教师，任务与

责任重大，我们要在平时教学中，认真研读教材，教会学生阅读

方法，引导学生注意搜集整理教材中非文本资料，同时也要培养

学生收集时事、人文、环境、民生等资料的爱好，让阅读成为学

生的一种习惯，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水平，为将来走向社会、融

入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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