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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借鉴PISA阅读素养测评体系的框架来考察广西贵港市中考现代文阅读，了解该地现代文阅读的

测评指向，发现该地现代文阅读文本情境不够丰富、文本形式单一、开放式试题比重小、文本类型不全面、缺乏

学生反思文本能力考察。根据该地实际，提出了如下建议：关注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提升不同文本形式阅读力、
丰富阅读文本类型，提高多文本类型欣赏力、模拟真实情境，强化阅读能力的运用、调整试题题型，提高“开放

式”问答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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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PISA阅读测评框架下的中考语文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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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PISA实施以来，其科学性

和严谨性受到了各国的认可。从

测试的目的来说，PISA阅读测评

是一种常模参照考试，而中考语

文作为学业水平测试，是一种选

拔性的考试，但从本质而言，都是

一种阅读素养评价模式。PISA阅
读考察的对象是各国 15岁的学

生，而中考则是面向义务教育末

端的学生，年龄也基本处于14、15
岁，所以二者的考察对象具有高

度一致性。基于此笔者想凭借

PISA阅读素养的测评框架，分析

贵港市中考语文阅读测试题，了

解该地区中考语文阅读的测评情

况，思考PISA阅读素养测评带来

的阅读教学和测评的启发。
一.PISA阅读测评下对贵港市

中考语文阅读试题的分析
（一）文本情境的分析：缺乏”

职业“”公共“类情境

2011—2020年广西贵港市

的中考语文现代文试题根据PISA
对阅读情境的规定分为：个人的，

公共的，教育的，职业的。其中“个

人的”和“教育的”文本比列分别

占40%和60%，而“职业”的和“公

共的”文本情境则完全没有，职业

类文本阅读考察的是学生是否具

备社会工作的阅读素养，但根据

我们国家的中考性质，对完成九

年义务教育的学生进行考察是为

下一个教育阶段而做准备，职业

类的文本情境为零。而“公共的”
文本情境为零。我们提倡语文教

育要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相联系，

“公共的”文本阅读涉及到的政府

公告、报纸、新闻、图表等与学生

的生活是息息相关，而且课标中

也明确提出①“阅读简单的议论

文，区分观点和材料（道理、事实、
数据、图表等），发现观点和材料

之间的联系”，“阅读新闻和说明

性文章，能把握文章的基本观点，

获取主要信息”。
（二）文本形式的分析：“非连

续性”文本考察的缺失

笔者发现，该地的中考语文

现代文阅读文本只有“连续性文

本”。然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更多的“非连续性文本”，比如家

电用品的操作说明书，我们更多

的关注的是上面的图表，因为它

形象直观。但无论是课堂上还是

考试中，非连续性文本很少出现。
然而课标中第四学段（7-9年级）的

阅读能力目标中明确提出“阅读

多种材料组合、较为复杂的非连

续性文本，能够领会文本的意思，

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所以该地的

语文中考题只出现对“连续性”文
本的考察是不合理的。

（三）试卷题型的分析：开放

式问答题比重小

在2011—2020年广西贵港

市的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试题

中，每年现代文总题量控制在5
题。题目都是以问答题的形式出

现，其中封闭式试题比重很高达

92%，而开放式问答题试题的数量

少之又少。开放型的试题不仅仅

考察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反思，

还能考察学生对于现实、社会、历
史、人生的等多个方面的思考，而

封闭式试题不能考察出学生之间

的反思文本的能力，也不能体现

学生的思维品质。
（四）文本类型的分析：缺乏

“说明”和“指示”类
在2011—2020年广西贵港

市的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试题

中，存在议论、叙述、描述三种文

本类型，其中议论类文本占比

20%，记述类文本占比60%，描写

类文本占比20%。文本类型侧重于

对叙述类文本的考察，而说明类

和指示类的文本则没有出现。然

而我们的课标在第四学段的培养

目标与内容中，明确指出要培养

学生了解说明、议论等表达方式，

所以该地中考现代文阅读文本类

型不全面。
（五）认知水平的分析：”反思

和评价“能力考察的缺失

认知水平的分析是PISA阅读

素养的核心部分，阅读评价体系

多样，但最终的目标就是考察学

生的阅读素养到达何种程度。本

文从访问和检索、整合与解释、反
思和评价文章三个方面对贵港市

10年的中考语文现代文试题进行

分类。三者的比例分别为：20%、
76%、4%.②第四学段（7—9年级）

的阅读要求：“欣赏文学作品，有

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

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
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中感人

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

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

言”。第四学段是与中考相对应的

学段，从这一学段的阅读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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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该学段的阅读要求更加
侧重于对文本的理解和反思，而
该地的试题侧重于学生对文本的
理解，而学生对于文本的反思不
够关注。

总体来说，在PISA阅读素养
测评框架下，该地阅读素养与测
评存在的不足有：文本情境不够
丰富、文本类型不全面、开放性问
答题比例过低、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素养考察的缺失、反思与评价
阅读能力考察的不足。

二.PISA阅读带来的阅读教学
和测评启示

（一） 关注非连续性文本阅
读，提升不同文本形式阅读力

随着PISA阅读素养测试的影
响力扩大，“非连续性文本”引起
了语文界的关注，我国《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第
三学段的培养目标阅读第5条就
提 出 ：“阅 读简 单 的 非 连 续 性 文
本，能从图文等组合材料中找出
有价值的信息”。在第四学段的培
养目标中就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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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多
以图表、图画、相关数据呈现的阅
读材料，具有实用性和直观性。实
际上，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更多
的是“非连续性文本”比如说家电
使用和操作说明书、药物使用说
明书、购物清单等。而在教学中老
师也在运用非连续性文本辅助教
学，例如图画、音频、数据图等。非
连续性文本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
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所以非
常有必要关注学生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能力的培养。

（二）丰富阅读文本类型，提
高多文本类型欣赏力

张志公也曾经说过，语文教
学目的就是在于培养学生所需要
的阅读各种各类书籍、写各种各
类文章的能力，而不是只要阅读
文学书籍，必须创作文学作品的
能力。对贵港市10年的中考现代
文 的 分 析 中 ， 记 叙 文 的 比 重 为

60%，议论文本和描述类文本比重
为20%，而说明类、指示类则没有
出现，考试阅读素材对学生的阅
读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通常考试
经常考的文本类型学生愿意去看
去阅读，在课余的时间也愿意去
看他们所熟悉的文本类型，那么
对于不熟悉的文本类型则极少去
接触，这样会窄化学生学生的阅
读面，不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阅
读素养。所以在阅读教学中还应
该关注到说明类、指示类的文本
类型，提高形式对不同文本类型
的欣赏力和阅读力，扩大学生的
知识面。

（三）模拟真实情境，强化阅
读能力的运用

PISA测评体系从个人、公共、
职业、教育四个方面对阅读情境
进行分析与考察，系统全面地从
多方面为学生展示阅读情境。我
们常说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
相等，然而在基于应试的压力，我
们的阅读教学停留在应付考试的
层面，很少思考阅读可以给学生
生活学习带来什么。所以阅读教
学应该回归生活本源，在教学活
动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为学生创
设相对真实的阅读情境，真实的
阅读情境会让学生身临其境，从
而更好地激发学生了解文本的兴
趣，让学生在真实中思考和感悟
文本。例如在《西游记》的阅读教
学中，就可以模拟真实情境：聘一
位西游情商老师。一方面，“招聘”
与现实的关联比较紧密可以激发
学生的兴趣，又可以让学生了解
招聘的流程，另一方面，“招聘”的
可以让学生从人物的角度切入阅
读和分析，学生基于此情境，把握
人物形象，体悟人物的精彩互动，
深入了解人物的性格和气质，先
以“人物＋具体情节＋分析”的方
式进行笔试,然后让学生制作人物
简历（非连续性文本），简历包括
人物的生平、身份、性格“技能”、
履历等，进入面试，面试官由各组
代表构成，面试成绩以全班投票。

（四）调整试题题型，提高“开

放式”问答题比例
PISA阅读素养测评体系注重

开放式问答题的考察，关注学生
能够基于文本，同时充分调动自
己的生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去思
考、分析问题，从而发表自己的观
点和看法，而我们的课标也注重
求学生能够对于社会、人生、历史
有自己的独特经验和思考。从笔
者分析的数据来看，该地闭式试
题比重高达92%，而开放式问答题
试题的数量少之又少。开放式问
答题以自由开放的形式引起学生
的阅读和答题兴趣，激发的想象
力，通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去
抒发自己的观点,能促进学生在文
本 阅 读 的 基 础 上 融 入 自 己 的 思
考，对文本形成更加深入地理解。
因此,在现代文阅读试题中提高开
放式问答题的所占比例，符合中
学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也是促进学
生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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