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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编教材五年级下册《金字塔》一课由一篇连续性的散文和一篇非连续性

的实用文组成。教师应当在完成基础教学任务后，着重针对非连续性文本进行教学，

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可以参考。思路一，着重训练学生关联信息，旨在提升逻辑思维

能力；思路二，着重训练学生筛选材料，旨在树立根据实际需要阅读的意识。两种教

学思路的对比，目的在于探讨在学生初次接触非连续性文本时，教师应当如何在课文

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提升阅读实用性文本的能力。

关键词：非连续性文本；《金字塔》；思维发展；实用文阅读

《金字塔》的非连续性文本教学探讨

冯 颖

“非连续性文本”是相对于“连续性文本”而

言的，狭义上指“由列表构成的文本，是与连续性

文本形式不同的，不是以句子为最小单位的，需

要不同于连续文本的阅读策略的文本，包括清单、

表格、图表、图示、广告、时间表、目录、索引 

等”［1］。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引入这一概念后，语文教

育界对这类文本的教学探讨便日益丰富，非连续性

文本的思维训练与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

《课程标准》中所提的非连续性文本的概念，似乎

更接近于有些学者所说的图（这里的“图”指的是

有信息含量的图表等）文结合的、形式和意义不连

续的文本，定义更为宽泛。笔者以五年级下册《金

字塔》一课为切入点，探讨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

当如何进行《课程标准》要求下的非连续性文本的

教学。

一、教材分析

《金字塔》是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略读课

文。这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世界各地”，由两篇

精读课文《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国》、略读课

文《金字塔》、口语交际《我是小小讲解员》、习

作《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语文园地组成。单元

语文要素是“体会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

果”，主要在两篇精读课文的学习中落实。

《金字塔》这篇课文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

分是《金字塔夕照》，这是记者穆青的一篇采访手

记，是连续的文学性文本；第二部分是《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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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金字塔》，这是一篇非连续性文本。《不可思

议的金字塔》又由《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

塔》和《建造金字塔时的古埃及》这两篇非连续性

文本组成。其中，第一篇非连续性文本由文字与

图表（金字塔几何图）、标识（开罗指示图标）组

成，第二篇非连续性文本由文字与地图（尼罗河两

岸图）组成。由此可见，《金字塔》这篇课文中既

有简单的图形、地图类非连续性文本，又有图文结

合的非连续性文本，整篇文章又是连续性散文与非

连续性实用文的混合文本（混合文本这一概念过于

复杂，在教学中不必向学生进行说明）。

不同于其他只用一课时便可完成教学任务的略

读课文，《金字塔》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加之这

是学生在小学阶段第一次系统接触非连续性文本，

教师应当使用两课时完成教学，让学生初步了解非

连续性文本与连续性文学文本的差异。如果条件允

许，教师还可以尝试用这篇课文进行非连续性文本

的阅读方法指导，借此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帮助

其在生活中运用学到的方法阅读非连续性文本。

二、《金字塔》的两种教学思路

根据教师教学用书的要求，这一课的教学需要

完成以下三个目标：认识“译、愧”等10个生字；

能结合两篇短文的内容，说出对金字塔的了解；初

步了解非连续性文本的特点，能说出对两篇短文不

同表达方式的感受。笔者在此基础上，根据非连续

性文本的“实用价值高”和“信息含量大”两个最

显著的特点，结合本单元的口语交际，设计了“游

览”的真实情境，以“做讲解员”为任务驱动，希

望能让学生在完成基础教学目标之后，明白如何找

出非连续性文本中的信息，并体会到阅读非连续性

文本与文学欣赏不同，是为实际生活需要服务的。

在第一课时，教师需要在学生认识非连续性文

本的形式特征、朗读识字以及体会《金字塔夕照》

的情感之后，给予学生充分的默读时间，让其自主

梳理金字塔的相关信息，完成学习单，学习单示

例如下。

我了解到的金字塔相关信息

（可以用下面给出的形式列提纲，也可以自己画思维导图。）

金字塔

地点 开罗郊外；             

第一课时的教学需要注意的是，学习单需要学

生当堂完成，下课后教师要立即收回，这是为了检

验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提取信息、分类概括的能力，

也便于教师观察本班学生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基础

水平。如果课后布置，就会出现学生将课文内容漫

无边际地抄在学习单上的情况，不利于培养学生学

习分析、概括的思维方法，也不利于第二课时的进

一步教学。在教师回收学习单后，可以根据本班学

生的情况，选择以下思路中的一种进行教学设计。

教学思路一：重在训练关联信息，提升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

第二课时在导入时，要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的

内容，说说更喜欢《金字塔夕照》和《不可思议的

金字塔》哪一篇课文以及理由，从而总结出散文的

情景交融和非连续性文本的信息丰富的特点。接

下来，教师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在上一课的学

习单基础上修改完善，完成做讲解员的实际任务，

情境如下：

我是生活在埃及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刚刚找到

一份在胡夫金字塔做讲解员的实习工作，一周后的

9月3日，我要接待一个我国来的旅行团。我拿到

了《金字塔》这篇材料来准备我的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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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读完这段话后，教师要提问学生注意到

了哪些信息，引导其提取出以下四点：我是胡夫

金字塔的讲解员；旅行团9月初到达；要准备解说

词；使用这篇材料。这既是让学生进入真实情境的

准备，又是在学生阅读前对其进行的一个小型信息

提取训练。讲解员的设置是提醒学生之后在解说

时要注意对象，胡夫金字塔的限定是告诉学生要

以《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这篇文章为主

进行梳理，9月的时间暗示了可以使用《金字塔夕

照》中的文字进行讲解。

教师在巡视学生学习单修改情况后，可以先请

一位分类清晰但信息不全的学生上台展示讲解，有

条件的话可以将这位学生的学习单进行投屏。教师

还要提示其他学生：听的时候注意看书，边听边记

录这位讲解员是从《金字塔》一课的哪些地方找到

这些信息的。

在讲解完毕后，教师可以请其他学生评价，说

说展示的同学说了哪几方面的信息，是从哪里找到

这些信息的，还有什么想补充的。此时，教师要适

时引出各种关联信息的方法，每说一种方法，就要

请其他学生说说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关联什么信息，

从而巩固阅读方法，全面提取信息。全文所含信息

以及相应的阅读方法如下。

外形：像“金”字、金山，面积（图，塔基原

边长约230米，现约227米，塔基面积约5.3万平方

米，126个篮球场），体积（约260万立方米），高

（图，原约146米，现约137米，约 50层楼高，塔

高的10亿倍约等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古埃

及的天文学成就）。

——关联语段、关联文本、关联图文

建筑材料：约230万块石材，每块2.5吨左右，

总重约600万吨。

——关联语段

建造地点：开罗郊外（标识），尼罗河下游西

岸（文，地图）。

——关联图文

建造时间：公元前2600年左右。

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教学时，教师如果有条件使

用多媒体的话效果会更好。比如，学生补充建造地

点相关信息时，教师把开罗郊外的标识、地图以及

“金字塔就建在尼罗河的西岸”这句话共同呈现在

屏幕上，然后补充“尼罗河的流向是自南向北”这

一课外知识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阅读地图方

法，引导学生从图文给出的明显信息，得出“胡夫

金字塔在尼罗河的下游”这一隐含地理位置信息，

学会“读图”。

教学中，教师也要时刻注意不脱离初始情境。

比如，学生说到胡夫金字塔的外形时，一般只会注

意到《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中明显的数

字信息，这时教师可以带着学生回到讲解员的情境

中，提问：“如果你的团队里有个小朋友，他听不

懂你说的这些数字，你该怎么跟他解释引起他的兴

趣呢？”然后引导学生关联不同语段中的信息，找

到与“塔基面积约5.3万平方米”相关的“126个

篮球场”这一信息，与高度相关的“塔高的10亿

倍约等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古埃及人在天

文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的信息，等等。还可以引导学生关联图文，

借助几何图给小朋友讲解；关联散文与非连续性文

本这两个不同文本中的信息，找到形象地描述外形

的“它像漂浮在沙海中的三座金山”“你看金字塔

多像一个‘金’的汉字”这两句话，让小朋友明白

金字塔的外形特征。通过这样一个小的情境，帮助

学生将金字塔外形的相关信息全部整合起来。

接下来教师可以指着板书总结三种阅读非连续

性文本的方法，然后提问：“各位讲解员，你的游



40

实践与反思

2022年第6期

客听完这么信息丰富的介绍后，好奇心都被勾起来

了，他们一定会问：‘这么不可思议的金字塔，究

竟是怎么建成的呢？’”教师这样提问，是为了让

学生关注教材中的旁批和《建造金字塔时的古埃

及》这篇材料，利用信息展开合理的推测和大胆的

想象。教师要注意，如果有学生完全用课外掌握的

知识来回答这一问题，教师要提醒其情境的要求是

使用《金字塔》这篇材料来准备解说词。课程的最

后，教师再次让学生默读课文，用上已经学习的方

法修改解说提纲。这时要提醒学生使用不同颜色的

笔修改，通过两次的对比，教师就可以看出经过一

课时的学习后，学生对阅读非连续性文本方法的

掌握情况。

这个思路的教学设计遵循“自主提取信息写解

说提纲—学习阅读非连续性文本的方法—修改解说

提纲”这一脉络，重在训练学生关联信息的逻辑思

维能力，让学生明白今后在遇到非连续性文本时，

要学会把不同位置的信息关联在一起，得到自己想

要的完整答案。在基础教育的教学中，逻辑思维能

力在数学教育中最常被提及，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任子朝认为，考查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时应当“要求

学生会对问题或资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

合、抽象与概括；会用演绎、归纳和类比进行推

理；能准确、清晰、有条理地进行表述”［2］。其

实，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来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教会学生对资料进行分

析，对出现在不同位置的信息进行关联、分类和概

括，最后列出提纲，照着提纲有条理地进行表述。

就像杜威所说：“所有的知识都旨在把握事物和事

件的意义，即理解它们，这一过程总是试图使事物

摆脱其孤立性。”［3］因此，这个教学思路的优点就

在于学生上课之后，在非连续性文本中全面提取信

息、关联信息的能力基本都有了提高，逻辑思维能

力得到较大提升。缺点是如果教师把握不当，学生

接收的信息容易过量，课堂较为沉闷。

教学思路二：重在训练筛选材料，树立学

生根据实际需要阅读的意识

之前我们提到，非连续性文本的两个显著特点

是“信息含量大”和“实用价值高”。如果说前面

的思路着重针对“信息含量大”这一特点来设计教

学，那么还有一种思路是着眼“实用价值高”这

一特点，让学生使用最接近生活中遇到的非连续

性文本的阅读方法，学会筛选材料，找到自己需

要的信息。

这一思路不同于之前的只设计一个大的讲解

员情境，而是给出了三个小的情境，让学生任选

其中之一，在上节课学习单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信息

写提纲。

情境一：你带着游客从尼罗河上游坐船去往下

游，在路上，你向游客介绍不可思议的金字塔。

情境二：夕阳西下，你们到了开罗郊外，你对

游客们说“看，这就是美丽的金字塔”。

情境三：第二天，你带着游客来到胡夫金字塔

前，你向大家介绍“最大的金字塔”。

学生如果选择情境一来写提纲准备解说词，因

为是在尼罗河上，还没有见到金字塔，因此需要重

点阅读《建造金字塔时的古埃及》，并结合《最大

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中“建成几千年后，世

界上才出现比它更高的建筑”“塔高的10亿倍约等

于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等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信息进行介绍。教师在学生介绍后，要让其他学生

回答他选择了哪些材料和信息进行介绍，为什么这

样选择。还要引导大家关注教材的批注，展开大胆

猜测和推想，进一步感受金字塔的不可思议。

学生如果选择情境二，则主要借助《金字塔夕

照》这篇散文进行介绍即可，介绍时教师可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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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再次体会这篇散文情感浓郁的特点，感受静态

描写的表达效果以及作者对金字塔的赞美之情。

学生如果选择情境三，需要重点阅读《最大的

金字塔——胡夫金字塔》，再勾连整篇课文进行介

绍。教师教学时可参照教学思路一，进行非连续性

文本阅读的方法指导，但指导过程因为时间所限，

无法做到像教学思路一那样细致。

在几位学生介绍、教师适当指导阅读方法后，

教师需要总结：根据实际生活中不同的需求和目

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进行阅读，这是阅读

非连续性文本首先要确立的意识。

这一思路下的教学设计，优点在于课堂氛围活

跃，且贴合生活中遇到非连续性文本的真实情境。

因为在实际运用中，大家阅读地图、图表、药品说

明书、家具安装手册等非连续性文本的时候，并不

会完完整整地阅读整个文本，而是会根据自己的需

要，挑选其中有用的材料进行阅读，解决实际问

题。这样的教学也为学生六年级上册学习“有目的

地阅读”这一策略单元，学习《故宫博物院》这篇

更为复杂的同一主题下的多重文本作了准备。这个

思路的缺点在于，由于缺少巩固复现的环节，一旦

把握不当容易将课堂变为口语交际课，使得只有少

数学生在上完课后能够明白教师的意图，多数学生

在提取信息、筛选材料的意识方面仍旧没有太多能

力上的提升。

《金字塔》是学生在小学阶段第一次系统接触

的非连续性文本，对于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实用

文阅读能力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教

师应当尝试在基础的教学目标之外，针对非连续性

文本的特点设计教学，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为学生六年级学习篇幅更长的非连续性文本打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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