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的
培养策略论述

杨月花

摘 要: 文章将对初中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究，对非连续性文本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
对比连续性文本，从而剖析非连续性文本的系列优点，从而结合非连续性文本的特点对培养学生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能力的方法进行探讨。

关键词: 初中语文; 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能力; 部编人教版

一、前言
伴随对语文教学的不断探究，对现今初中生阅读

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要对正常连续性文本具备
相应的阅读能力，同时需要初中生具备对非连续性文
本的阅读能力，从而才能适应核心素养教育的发展要
求，为学生今后的人生道路添砖加瓦。
二、非连续性文本的相关概念

( 一) 非连续性文本与连续性文本
要了解非连续性文本，首先是要对连续性文本有

一定的认识，连续性文本通常是由文字或者符号担任
信息传输的媒体，一般遵循从左到右的结构，通过一
行行的文字，最终构成整体的线性关系。在初中语文
课本教材大部分都是连续性文本，比如部编人教版初
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的《散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等都是连续性文本。

非连续性文本则与连续性文本有所不同，对于连
续性文本的以段落形式存在线性文章关系，它更多地
以图画和图表的形式对内容进行呈现，相较于连续性
文本，它对内容的呈现更为直观，表述更加简明，概括
性十分强大。对于不同材料的对比也更加明显，在当
下人们的生活中不可须臾离。而非连续性文本的阅
读能力也要求我们能够从材料中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得出相关的结论，是当代的公民所必须具备的阅读
能力。

( 二) 非连续性文本的分类
承载非连续性文本的材料有很多，但大致都有一

个特性，就是他内容的罗列并不是单纯按照从左到右
的线性规律排列，而是多维堆叠甚至添加时间因素进
行表示，并且它的承载媒体也不单是符号与文字，通
常还有表格、图像甚至是音响等媒体，通过这些媒体
的多维分布，大致能够总结为以下四种方式。

空间二维分布: 这种方式一般指的是表格、图像
等方式。对于表格，首先需要能够确定一个完整的信
息，既有横向要求，又有纵向要求; 而对于图像也同样
如此，它一般包括几何图形、地图，绘画作品统计图
等。除此之外，也有微积分、行列式、矩阵等多种空间
二维分布。

空间三维分布: 空间三维分布是运用相关 3D 技
术，将信息进行三维转换呈现在电子屏幕上，呈现方
式大多是立体的画面或者数据表格，从数学观念来分
析，至少需要包括 XYZ 三个坐标值。

时空三维分布: 时空三维分布是对空间二维分布

的一个拓展，它除了在“左右、上下”有要求，同时需
要具备“时间”界限，这就好比你在电脑上对一个二
维图表进行补充，首先对现有编辑表格进行暂停，然
后再填入其他的信息，这就是一个时空三维的过程。

多媒体综合分布: 多媒体综合分布是一个结合多
种媒体表述信息的集合，它往往通过音乐、视频、图
表、文字等多种方式完成信息的表达。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听音乐 MV 时，既有文字，又有动画，还有声
音等。
三、非连续性文本的优势

( 一) 非连续性文本能够承载更多信息
非连续性文本区别于连续性文本，它的体积更

小，因此，他的内容涵盖量也更大。一幅《向日葵》从
二维的角度就能反映出大量的信息，如果结合当时的
时间演变成时空四维非连续性文本材料所反映的信
息就更为巨大。

同时，非连续性文本的效率也更高。需要文字大
量描述的信息，有时往往只需要几行的表格，一个内
容深奥的故事，有时只是需要一幅图画。在部编人教
版七年级上册朱自清的《春》中，有时只需要一张照
片就能将春的内涵完美体现。

而且非连续性文本也有它的独有性，许多信息也
只能通过非连续性文本才能将其完美展示，在杜甫的
《登高》中那一句千古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
江滚滚来”所能描述的画面可以说已是文字的巅峰，
但如果使用非连续性文本，通过影像再结合诗词进行
感悟，是否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那种景观的震撼?

( 二) 对于读者而言非连续性文本更具优势
当前是一个“快时代”，很多东西都讲究快速，像

快餐、快充。有时想要在极短时间内获取信息，仅凭
文字阅读是十分费时的，而如果通过非连续性文本，
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而通过非连续性阅
读文本，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试想一下，对于一
张 5×5 信息表的解读，如果单纯使用连续性文本，不
只是描述麻烦、篇幅很长，所耗费的时间也是不可想
象的，但是使用非连续性阅读文本，阅读时间往往只
需要几秒钟，而这也是当下读者喜欢非连续性文本的
主要原因。举个简单的例子: 5G 时代的到来使人们
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总览所有的 5G 宣传，几乎所有
的都是非连续性文本，像海报、广告、动画以及网页上
的一系列图片等。尽管使用连续性文本更能详细地
说明 5G 的 LTE 等一系列技术，但又有多少人能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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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深刻内涵，在此非连续性文本的优越性不言
而喻。

( 三) 对发展学生智能优势明显
通过读非连续性文本对学生的智能发展有很大

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初中语文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的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第一，能够帮助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当今的非连续性文本在日常的生活，政治经济甚至科
研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推广，掌握非连续性文
本的阅读能力不只能够帮助学生快速适应这类场景，
同时，对于关键时刻把握先机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能够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全面认知这个世
界。非连续性文本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通过时空的
多维思考能够促进学生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第三，非连续文本阅读能力体现的是快速收集信
息以及整理信息并处理信息的能力，学生通过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能够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这是适应
时代发展的体现。

第四，能方便读者更加快速地获取信息。
四、培养学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 一) 培养学生抓取、搜集信息的能力
想要具备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能力，首先需要具

备相应的抓取、收集信息的能力，在给出一个表格、一
幅图片，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注意力聚焦在重点信息，
只有具备这种抓取收集信息的能力，才能够在非连续
性文本阅读中如鱼得水，阅读非连续性文本时才不会
发生障碍。对于这项能力的培养，首先要准确地读
题，只有了解正确的关键词、关键点才能快速准确地
抓住主要内容。比如在《心声》一文中首先抓住标题
内容，这是文章的中心，也是文章可能出现的关键词。
第二步，需要深入地了解文中所遇到的相关术语。比
如一则对通信网络搭建的结构中说到，蜂窝移动通信
系统的搭建模型是二十四小区三叶草模型。这就是
通信领域一句业内的话语，学生如果没有搜集信息的
能力，无法深入了解其相关术语，就不会明白蜂窝移
动通信系统是什么，小区是什么以及三叶草是什么。

( 二) 提高学生整理信息的能力
学生拥有了抓取、搜集信息的能力之后则需要对

整理信息的能力进行提高。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的培养不只是读取信息那么简单，还需要学生能够对
收集到的信息加以整理提炼，从而取其精华，弃其糟
粕，经过甄别后保存最有价值的相关信息，而这一能
力也是因人而异，不同的人体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这就好比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有不同深度的领悟，
对于整理提炼的能力需要学生不断锻炼。对于这项
能力在语文试卷中也有体现，试卷中看漫画描述其内
涵的题目就是学生收集整理能力的体现。对于这项
能力，需要学生多思考、多锻炼，辅以老师的引导，从
而才能不断提高学生的整理、提炼信息的能力。

( 三) 引导学生对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产生长久
兴趣

由于非连续性文本缺乏故事的衔接，尽管在阅读
文章时学生更喜欢非连续性文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更倾向于连续性文本，像小说、诗集的阅读，很少单独
对非连续性文本展开阅读。而这样，尽管连续性文本
的价值很高，但是由于学生缺乏阅读经验，从而导致

学生非连续性阅读能力始终有所欠缺，老师需要在日
常的教学中逐渐引导学生对非连续性文本产生兴趣，
学生在兴趣的指引下，能够为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积累
经验，从而提高学生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而这
一方法可以穿插在课堂中进行。课本的内容大多学
生不太感冒，所以这时需要老师为学生提供课外的、
新颖的非连续性文本材料，而这些也是学生最好奇也
最感兴趣的东西。比如，人工智能，初中时期的学生
对这种充满科技感的东西都十分感兴趣，老师可以实
现介绍何为人工智能，让学生对人工智能有一个大体
的认知，这时可以通过分享人工智能的相关视频、图
片( 方向有许多，智能机器人足球、智能语音助手、国
际一流人工智能制作的相关讯息等) 来让学生学习，
让学生在观看结束之后分享个人都看到了什么、体会
了什么，由此来调动学生的思维，发挥学生的主体地
位，进而锻炼学生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 四) 通过不同渠道培养学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能力

在非连续性文本获取渠道方面老师也可以集思
广益，合理利用手头资源的同时扩展学生非连续性文
本的接触范围，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阅读经验。

整合教材可用资源培养学生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能力。在现有的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非连续性
文本可以供学生进行学习，比如，在进行《香菱学诗》
课文讲述之后，可以通过罗列框架形式对全文做一个
系统性的总结，让学生通过框架对文章内容进行阐
述，这能帮助学生理解文章整体内容同时，有利于锻
炼学生抓取重点、总结重点的能力。

通过拓展语文阅读教材提高学生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能力。除了课堂上的教材内容，老师还可以通过
其他的渠道为学生提供非连续性文本，可以将数学、
生物、地理等教材中的图表来让学生进行阅读，通过
不同种类、各种各样的图表能够全面锻炼学生的非连
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学生的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主要受
学生的信息搜集和整理能力、信息提炼能力的限制，
因此老师在教学时应着重学生这两方面能力的培养，
进而帮助学生培养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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