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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连续性文本具有简洁明了、贴切生活的特点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随着2011
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连续性文本阅读这一概念，初中生语文学习也更加注重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下，简洁明了、贴切生活的非连续性文本就成

为人们阅读的主要载体，不仅可以帮助初中生体验语文阅读多样化，还能提高初中生语文阅读能

力。因此，本文在简要阐述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重要性，结合当前初中生语文阅读基本情况，有

针对性地提出初中生语文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提升的策略。 
【关键词】初中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对学科核心素养能力的重视，尤其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

明确提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以来，初中语文教学也越来越注重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由

于初中生在图文、表格、图形等各种形式的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差异较明显，反映出初中

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较差，也是初中语文教学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升初中生语文非连续性文

本阅读能力不仅有利于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也是有助于提高学生日常生活阅读理解能力。 
1非连续性文本的基本概念 
非连续性文本主要是指由简单的表格、图文构成的文本，学生能够对此进行说明、解释和讨

论。这是有别于完整句子和段落未主要形式的连续性文本。虽然新课标没有明确界定“非连续性

文本”的概念，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非连续性文本是相对于句子或段落这些连续性文本，以统计图、

图片、表格等形式呈现的阅读材料。 
2初中生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重要性 
非连续性文本主要是以文字、图片和图表等简洁形式呈现，是语文阅读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是现代初中生核心素养能力之一，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

因此，初中生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与生活紧密联系，增强学生应用能力。非连续性文本是一种语言文字信息呈现方式之

一，广泛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很好地解读日常生活中

的信息。比如，很多商场、酒店、公共场所都有消防疏散示意图，能否正确寻找到安全通道或安

全出口，是十分关键的信息获取和解读能力。非连续性文本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让学生在生活

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也体现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 
第二，与学生综合能力相辅相成，有助于适应终身学习的社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与连续性

文本阅读是相互影响的，语文阅读能力直接影响着学生解释能力、理解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综

合能力。许多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主要是获取和解读其中信息，无论是个人的休闲娱乐阅读，还是

工作和教育阅读都具有很强实用性，也是反映其是否成为一个文明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初中生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不仅是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能力之一。 
3初中生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提升策略 
3.1加深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理解 
语文课程标准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起到指导性作用，初中语文教师应该认真研读课标，认真

明确每一节课的非连续文本阅读目标，对于初中生语文非连续文本阅读更需要侧重综合解释能力

和反思评价能力的提升；同时，在阅读教学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让学生自己真正阅读、

思考和体验，比如七年级《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课，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引入一些图片、指导

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图表等形式来解读课文，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脉络和体验作者情感。此外，对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除了阅读理解材料考试这种评价方式，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分小组利用网

络资源、生活素材，进行主题式汇报，进行小组评价、师生评价等，这样不仅促进学生参与到非

连续性文本阅读的积极性，还能加深学生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理解，提升初中生语文素养。 
3.2充分利用生活素材和网络资源 
初中生语文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教材内容，教师还应该充分利用学生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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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校园文化建设的宣传栏、医药和食品说明书、游览示意图、交通示意图、商场产品宣传报等，

还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可提供的非连续性文本，比如时下热点的抗疫漫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
年漫画、政府宣传海报等，这些都时学生接触较多的、比较熟悉的非连续性文本。教师可以结合

时下的热点新闻、校园主题活动等选择符合学情的这些非连续性文本资源作为阅读材料，指导学

生学会提取非连续性文本的信息、解读其中的信息内容，然后还需要发掘其表象背后的本质或者

其隐含的意思。在多样化、生活化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训练指导下，初中生能够将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能力应用于时间生活中，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有助于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完善学生的语文

核心素养。 
3.3开展有针对性的分类阅读指导 
随着学科核心素养的强调，语文学科的阅读类型也越来越丰富，语文阅读理解的材料选取有

不同种类的非连续性文本构成。那么就需要在课标的指导下，依据教材内容明确好不同非连续文

本阅读目标。对于图文类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主要是漫画、折线图、柱状图等图表，这是需要将漫

画、图表的信息转换成文字表达出来。在指导学生读清漫画时，要明确读清各要素，客观地转换

其中内容，并透过表象看到其中的内涵和实质。对于表格类，需要从图表中标题和纵横数据中读

取准确信息，推断表格隐含的信息，最后依据题干问题回答。对于多种材料组合型阅读，需要认

真读清每则材料的核心关键，比较不同材料的差异性，找好其中的逻辑关系，明确立意。通过分

类阅读指导训练，可以丰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还可以提升初中生语文综合能力发展。 
结语 
初中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获取信息、解读信息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提高，也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地将阅读能力应用于生活实践中，适应新时代发展对综合型人才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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