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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近年来，非连续性文本题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此类题目通常是一段简短

的文字配上一幅漫画、一个表格或一个统计图。它没有大段的文字描述，题目看上去很直观也很

简洁，但它需要同学们从图表中提取关键信息进行作答。它不仅考察同学们的知识掌握情况，还考

察大家的信息提取能力。这样的题目对于同学们的能力要求更高，不少同学对此感到无从下手。因

此，我们一起探讨非连续性文本类题目解题方法。

要寻找解题方法，首先要了解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了让同学们有更直观的感受，

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同学们转换自己的角色，站在出题人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同学们根据上面的材料，设想了一些可能会出现的题目。我们将题目分类整理后发现，这些题

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而这些题目类型都是同学平时常见的。

这极大的增强了他们攻克非连续性文本类题目这个难关的信心。

    非连续性文本题解题方法（二）
——以图形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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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清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后，我带领着同学们去寻找解决这三类问题的方法。首先，如何回

答是什么。这类问题一般比较简单，同学们只需要根据材料进行描述即可。做这类题的关键就是提

取信息。准确提取材料信息是完成非连续性文本题的基础。信息找的准不准，全不全都会影响同学

的得分。所以，在寻找材料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细节。题目中的关键词，文段中的关键信

息，图表标题中的关键信息，还有图表中的每一个要素都要看仔细。以上所采用的折线图为例。我

在此设定的题目为“观察下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趋势有什么变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图中的数

字，我们还要看到图中横、纵轴分别表示什么。图中的最高点、最低点、转折点分别是什么，这些

点分别出现在哪些关键年份。图中哪一段趋势是上升，哪一段是下降我们都要准确的找到。因为细

节决定成败。只有找准信息才能对材料进行准确的描述。

其次，如何回答为什么。这类问题往往是就材料中所体现的某种现象、趋势、变化等说明原

因。在此依然使用了折线图这个材料，但我在这里将题目改为了“为什么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速度

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依托于前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来对材料进行更深入的追问。

所以，找到材料中所展示的变化是回答此问题的第一个关键点。

我们在找到材料所反映的现象后，要深入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这就需要同学们运用所

学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回答此类问题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要熟练掌握课本知识。同学们必

须夯实课本基础知识点，才能很好解决这类问题。

寻找关键信息



16

道德与法治
九年级 / 2020 -2021 学年 / 第 9 期

初中生
辅 导

最后，如何回答怎么办。这类问题通常是对材料中所体现的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者针对

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该怎样巩固成果。在这一环节中我设定的题目是“观察下图，从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速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这类题比较灵活，同学不一定能将书本上的知识

完全背下来，但是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回答这类题。通常言之有理，同学们都能得到一

定的分数。但如果想要得到高分，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随着中考的不断改革，现在的中考卷越来越灵活。同学并不是将书本上的所有内容一字不落的

背下来就能考一个很好的分数。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会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就要

求同学平时要关注生活，关注身边事，要把我们的生活和知识联系起来。

另外，我们学科不仅关注生活，还关注时政。只有将课本知识、生活和时政联系起来，注重日

常积累，我们才能用所学知识解读时政，解答生活。我们才能知道该怎么办。

分析完这三类题目，我们会发现，“是什么”类型的题是需要我们描述材料所反映的现象、

变化、趋势等；“为什么”类型的题目是询问出现这类现象、变化、趋势的原因；最后“怎么办”

是我们如何延续之前的优势或者如何解决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哪一类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材

料中提取关键信息。如果我们的信息提取不准确，都会导致最后的回答出现偏差。例如在回答第一

问“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趋势有什么变化。”时，有同学回答：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下

降。其实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4-2007年是呈现上升趋势的。但同学们不注重细节，笼统的提取信

聚焦时政，联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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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对于非连续性文本解题方法的探讨只是一个开始。同学们通过这篇文章学习到这些解题

方法之后，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帮助他们更好的掌握这些方法。而我也会继续寻找更多更好的解题

方法，帮助同学们更好更快的解决这个难题。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

例题：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重要动力源。下表是2019

年中国与其他五国经济数据对比中，从中你发现了什么现象？

参考答案：

（1）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五国；

（3）但人均GDP的占有量远远低于其他五国。

息，这就会造成回答错误。所以，准确、完整地提取关键信息是回答非连续性文本类题目的重点。

做这类题的另外一个重点是我们要牢牢掌握课本知识。虽然现在新中考的出题趋势是灵活多

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课本知识始终是考题的核心。我们需要用课本知识来解答“为什么”甚至

“怎么办”的问题。认真夯实每一课的基础知识，不仅是回答非连续性文本题的重点，也是我们考

试的基础。

而非连续性文本题的难点在于我们要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个所学知识不仅是课本知

识，还有生活中的经验，时政中的要素等。同学们会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是将自己的知识和材料

所反映的现象一一对应，这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很多学生觉得这类题目难，并不是他们找不

到关键信息，也不是他们没有知识储备。而是他们无法将关键信息和知识储备对应起来，从而出现

回答什么内容都不知道的情况。这除了需要同学们熟练掌握课本知识之外，还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

中有意识的将我们所学知识和生活、时政联系起来。例如看到某个时政新闻，我们就想一想这个新

闻和我书上学到的那个知识点所讲的内容是一致的。或者在生活中遇到某个问题时可以想一想我所

学的知识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多听、多看、多思考，我们才能在面对考

题时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