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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探微与建议

金家旺  高港区教师发展中心，江苏  泰州  215321

命题·题型

摘 要：研析 2020 年

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

的文本组合形式和命题特

点，对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题备考提出三点建议，同

时指出教师要想真正解决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必须让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教学日常化，有

意识地指导学生针对不同

文体、不同形式的非连续性

文本，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

和策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

维和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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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源于 PISA 测

试，主要考查阅读者的阅读技能、思

维能力，以及在阅读过程中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笔者不揣浅陋，在深入

研究 2020 年全国各省市中考语文卷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呈现形式和考查特点后，从三个方面对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提出三点备考建议。

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的阅读文本组合形式

非连续性文本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形式上，阅读文本是非连续性

的；内容上，各个文本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往往是围绕同一主题或话题

展开。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的阅读文本组合形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由不同形式的非连续性文本混合组成；另一种是由同一种形式的多个非

连续性文本组成。2020 年中考，全国各省市中考语文卷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题，阅读文本大多采用混合组成的形式，具体又可细分为以下四种。

1. 链接式组合。

就是采用“1+X”的组合方式，以一个主题或中心话题统领几个非连续

性文本。“1”指主题或中心话题；“X”指“1”统领的多个非连续性文本。

比如，南通卷就是围绕“看南通今朝，绘江海蓝图”这一主题，链接了“00

后看南通”的三个站点——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南通西站和南通城市博物

馆，集中展现了南通近年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2. 并列式组合。

就是各个非连续性文本分别从不同侧面共同表现一个主题或中心话

题。比如，北京卷就是将“源远流长，碧水润京城”“开源节流，生态治河湖”“人

水相亲，古都添画意”三个文本并列组合在一起多维度表现了“水”这一主题。

3. 阐释式组合。

就是各个非连续性文本之间是一种阐释关系。比如，东营卷就依次用

“‘德’源追踪”“‘德’远流长”“立‘德’厉行”三个文本从不同视角阐释了“德

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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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证式组合。

就是各个非连续性文本之间在内容上是印证和

补充关系。比如，常州卷就是通过“我国人工智能市

场规模前瞻”“健康码”“手机查天气”和“人工智能

与出行效率”，多角度印证了人工智能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的选材特点

2020 年中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在选材上具

有生活性、时代性和文化性三个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五个方面。

1. 提倡文明，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比如，安徽卷的话题是“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现

状”；福建卷的话题是“志愿者服务”。

2. 传承文化，增强民族自信。

比如，深圳卷的主题是“阅读永恒，载体创断”；

广州卷的话题是“广府回塑”。

3. 聚焦时事，触摸时代脉搏。

比如，云南卷的话题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沈阳卷的话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关注民生，倡导健康生活。

比如，北京卷的主题是“坚持节水优先，建设

幸福河湖”；徐州卷的话题是“网络文化”，镇江卷

的话题是“方言”。

5. 关注科技，培育科技精神。

比如，连云港卷的话题是“5G 技术”；河南卷

的话题是“月球和地球的关系”。

三、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教学与备考

1. 借助教材，有效拓展。

（1）与课文教学有机融合。就是结合具体课文

内容，适时、适度链接相关非连续性文本，并以问

题的形式引导学生拓展阅读。比如，教学《首届诺

贝尔奖颁发》就可补充“诺贝尔奖的前世今生”“物

理学家杨振宁的贡献”“中国获诺贝尔奖第一人莫

言”“屠呦呦与青蒿素”等相关内容；教学《云南的

歌会》就可链接苗族的服饰文化和地域风情等内

容；教学《登飞来峰》就可以链接王安石的生平事

迹与他在文坛和政坛的成就，以及后人对他的评

价；教学《奇妙的克隆》就可链接智能机器人和转

基因等内容……这样教学，不仅可以运用链接的非

连续性文本，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有效开

展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实现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教学常态化，还可以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升学

生的阅读素养。

（2）重组整合教材资源。就是打破现行语文教

材“单篇——单元——分册”相对固定的编排体系，

围绕一个主题（话题、对象），将相关课文或课文片

段组合在一起，进行跨篇、跨单元、跨册甚至是跨

年级重组整合，引导学生探究同一主题（话题、对

象）在不同人心中的不同阅读感受与体验，训练学

生甄别与提取、分析与综合等阅读非连续性文本必

须具备的核心能力。比如，学完九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就可以围绕“少年时代”开展一次非连续性文

本阅读活动，将九年级上册的《故乡》《我的叔叔于

勒》《孤独之旅》，七年级上册的《再塑生命的人》，

七年级下册的《阿长与〈山海经〉》等课文中写“少

年时代”的相关精彩片段整合在一起，引导学生探

究不同作家对“少年时代”的认识，以及他们在表

现“少年时代”上的差异。

（3）巧用综合性学习。就是巧妙运用教材中编排

的综合性学习开展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比如，教

学统编教材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少

年正是读书时”，就可以同时开展“少年正是读书时”

非连续性文本专题阅读训练，并分五个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筛选并确定阅读子专题。比如，确定“名人

名言”“历史人物”“名家论坛”“域外来风”四个子

专题，全班分成四组开展子专题阅读。第二阶段，搜

集资料。各小组成员用一周时间广泛搜集与本小组

子专题相关的阅读文本。第三阶段，整合信息。教师

引导各小组成员紧紧围绕读书筛选、整合与本小组

子专题相关的阅读文本，尽量多角度、多文体展现读

书的重要性。第四阶段，成果展示。各小组分别借助

PPT，展示交流本小组的专题阅读成果。第五阶段，

巩固成果。各小组将成果打印成积累资料，张贴在班

级分享栏供大家阅读。

2. 关注热点，聚焦生活。

自主阅读课上，教师可适时向学生推荐热门话

题，每节一个，并指导学生通过新闻联播、学习强

国、时政杂志、党报党刊等，搜集相关事实、报道和

专家评论，或者用课前 3 分钟举行“新闻我知道”“时

事评论”等信息交流活动，让学生的思维产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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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检索、整合、加工信息的能力，

帮助学生积累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涉及的话题，同时

还可以激发学生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兴趣，训练相

应的思维能力。

当然，教师也可以偶尔越俎代庖，搜集、整理

一些涉及热门话题的非连续性文本，并结合近年中

考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考查内容与特点，精心设计

一两道练习题印发给学生，引导学生阅读、分析、

思考、作答。

3. 明确命题意图，掌握答题技巧。

2020 年中考，全国各地语文试卷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题，主要考查了学生捕捉、分析、甄别、判断信

息的能力，以及就阅读材料作出推断的能力，主要

有以下几种类型。

（1）梳理要点类。这类题主要考查学生对非连

续性文本的分析、理解和概括方面的能力。答这类

题，首先要弄清题目的要求，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

如天津卷第 20 题和第 21 题中的“材料一”“哪些方

面”，再按照“锁定——理解——提取——润色”的

步骤分析、理解和概括，并力求做到分点概括、语言

简洁和逻辑性强。

（2）甄别信息类。这类题主要考查学生提取与

辨析、分析与整合关键信息的能力。答这类题，要

在把握阅读文本和命题选项大意的基础上，分五个

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还原，就是将所给选项分别还

原到阅读文本中的相应位置；第二步是聚焦，就是

扫描上下文，聚焦选项在阅读文本中存在的核心检

索区域；第三步是提取，就是对照核心检索区域，

抓住题干和选项中的关键词，提取、分析和整合关

键信息；第四步是对比辨析，就是把提取与整合到

的信息与选项内容认真对比与辨析后作出判断。比

如，广州卷第 13 题。

（3）进行解释类。这类题主要考查学生灵活运

用材料中的关键信息，针对某个问题阐述自己的

理解的能力，或是解释某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的能

力。这类题看似主观性很强，其实不然。答这类题，

学生必须从阅读文本中找出相关信息作为理解或

解释的依据。具体作答时，不妨先运用逆向推理思

维进行验证，即推断正是因为有文本中的“这些”

原因才出现“这种”理解或现象，如果两者之间的

因果关系成立，答案就是正确的，否则答案就值得

推敲。比如河南卷第 12 题。

（4）得出结论类。这类题又有图表类和漫画类

两种题型。

图表类得出结论题的图表呈现形式，主要有柱

状图、饼状图、曲线图、表格等。答图表类得出结论

题，可以用“一抓二比三析律”的方法进行。一抓，

就是审清题目要求，抓住表头语中的关键词，明确

读表的重点在哪里；二比，就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

方面，认真分析图表中的数据、文字，关注数据变

化；三析律，就是在比较、分析、归纳图表中的数据

的基础上，对数据信息进行大胆取舍，求大同去小

异，找出数据间变化的内在规律，并用“表头语”和

题干中的关键词组织语言简要作答。

答漫画类得出结论题，学生需要有“读图析表”

的能力。一般来说，漫画类读图得出结论题可按照

“读图——析图——悟图——说图”四步进行，而

且读图要做到三读——“一读漫画题目，思考漫画

主题；二读画注和题注，思考漫画的含义；三读画

面中的动作和神情”。此外，析图时还要注意弄清楚

画面各构成要素的含义，读出漫画的表层意思；悟

图时还要联系日常生活类比联想，思考漫画要表现

的深层含义和揭示的生活现象；说图时还要注意使

用简明扼要、有表现力的语言进行叙述。

（5）反思评价型。这类题主要考查学生对阅读

文本中的关键信息作出合理评价的能力。答这类

题，必须运用文本中的相应观点，切忌脱离文本泛

泛而谈，同时还要注意揣摩作者叙写文本时所持的

观点或价值趋向；另外，评价时还要尽可能与作者

所持的观点相向而行——这是答好反思评价类非连

续性文本阅读题的关键。比如重庆卷第 20 题。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

学与中考作答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题中存在的问题，

就必须实现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教学常态化，在日常

教学中重点训练学生针对不同形式、不同文体的非

连续性文本，正确甄别与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以及

对阅读非连续性文本进行分析与综合、反思与评价

和作出解释与得出结论的能力。关于备考，因为初三

学生学习任务重，千万不能盲目刷题，而是要帮助学

生梳理考点，分析题型，掌握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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