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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橫輸入法從 1994 年推向社會，到現在已有十餘年了，廣大用戶從最初的不

知道，然後逐漸了解、使用，現在已經到了愛不釋手的程度，可見縱橫輸入法作為

一種先進的文字輸入工具已經逐漸深入人心，縱橫輸入法的簡單易學、簡繁通用、

詞組豐富、功能強大的特點深受廣大用戶的認同和歡迎。 

  上海交通大學縱橫電腦教育中心在這幾年的推廣和教學過程中，總結出了一些

推廣方法和教學經驗，並且對於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在實際應用中有一些建

議，現簡要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1. 關於推廣方法 

  上海交通大學縱橫電腦教育中心對於縱橫輸入法的推廣主要針對以下三類對

像： 

  (1) 老年人和部分中青年人。隨著中國逐漸步入老齡化社會，中老年人的比重

也越來越大，大部分人由於地方口音較重，普通話發音不標準，要順利地用拼音輸

入法來進行中文輸入絕非易事。五筆字形輸入法是一種快速有效的中文輸入法，但

其學習難度太大，首先就要熟記一百多個字根，所以用戶必須要有很好的記憶力和

毅力。老年人年齡逐漸增大，記憶力開始減退，精力有限，對五筆字形輸入法只能

望而卻步。我中心為了能夠解決很多用戶所共同存在的問題，加強了縱橫輸入法對

於他們的推廣。我們首先進入老齡化程度較高的社區，與各社區和居委會的幹部聯

繫，幫助他們解決社區中存在的此類問題，從而提高社區居民的整體素質。另外，

我中心還與上海交大老年大學聯繫，為那些有著「活到老，學到老」精神的老年朋

友們進行縱橫輸入法的義務培訓。雖然縱橫輸入法和五筆字形輸入法都同屬於「形

碼」，但是由於縱橫輸入法簡單易學、功能強大、輸入速度快，不需要背繁瑣的字

根，而且縱橫輸入法的取碼原理與很多中老年人以前學習的四角號碼查字法有著相

似之處，所以這些學員對於縱橫輸入法的取碼原理比較容易理解和接受，為他們更

加用心地學習縱橫輸入法奠定了良好的基礎。 

  (2) 幼兒園和小學低年級兒童。由於現在上海已經實行了計算機普及教育，很

多小學甚至幼兒園已經將計算機教育列入了常規課程，並且上海的家用計算機已經

相當普及，很多低齡兒童很早就接觸到了計算機。我中心及時抓住這個時期，與上

海市的一些幼兒園和小學聯繫，對此年齡段人群進行縱橫輸入法的培訓。由於考慮

到低齡兒童對於學習的主觀能動性較差，我中心特為此年齡段的用戶開發了融學

習、娛樂於一體的「縱橫輸入法兒童學習軟件」，從而充分體現了寓教於樂的原則，

大大激發了低齡兒童對縱橫輸入法的學習興趣。 



  (3) 社會殘障人士（尤其是智障和聾啞人士）。隨著社會福利事業的日趨完善，

關愛殘障人士已成為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對身為社會教育機構的我們來說就更加

是一種不可推卸的責任了！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中，要讓這些特殊人群找到一份適

合自己的工作，能夠實現自食其力的話，學會使用計算機是一項不可缺少的重要技

能。但殘障人士尤其是聾啞人士，語言表達能力基本喪失，也就無法使用拼音輸入

法。為了解決他們這方面的問題，我中心特別為其進行專門的縱橫輸入法的培訓，

除了能夠讓他們充分體會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愛之外，也讓縱橫輸入法更加深入人

心。 

2. 關於教學方式 

  我中心針對以上三類人群，分別使用不同的教學方式，具體如下： 

  (1) 針對老年人和部分中青年人的教學方式。雖然此類人群的主觀能動性較

強，但是考慮到他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力比較差，我們首先讓他們了解縱橫輸入

法簡單易學、功能強大、輸入速度快的優點，使他們樹立學習的信心，然後著重進

行指法和筆形的訓練，再進行單字和詞組等內容的常規訓練，對一些特殊字的編碼

進行分析，從而使他們加深印象。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將縱橫輸入法和以前的四角

號碼查字法進行有針對性的比較，指出它們的共性和區別，從而使此類學員能夠更

加深刻地了解和掌握縱橫輸入法。 

  (2) 針對幼兒園和小學低年級兒童的教學方式。他們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力非

常強，但學習的主觀能動性較差，若採用常規的、略帶枯燥的教學方式，他們對縱

橫輸入法的學習興趣就會大打折扣。為了能夠提高他們的客觀能動性，激發他們的

學習興趣，本中心所開發的「縱橫輸入法兒童學習軟件」就起到了很好的作用。「縱

橫輸入法兒童學習軟件」一共包括「鍵盤練習」、「縱橫碼入門」、「筆形練習」、

「漢字練習」、「幼兒識字」及「聽讀識字」六個部分，讓這些學員在唱兒歌、做

遊戲的過程中不知不覺地掌握縱橫輸入法的輸入方法，達到了事半功倍的效果。我

們平時經常舉辦一些縱橫輸入法比賽活動，對成績優異者發放小獎品，以提高他們

對縱橫輸入法的學習興趣。 

  (3) 針對社會殘障人士（尤其是智障和聾啞人士）的教學方式。由於用語言溝

通較困難，所以我們在上課時充分利用了網絡資源，使用 Netmeeting 作為教師與學

生之間溝通的平台，用文字來代替語言進行互相交流。起初，學生會有很多字無法

輸入計算機，只能用手寫方式與老師進行溝通。在教學的中後期，我們漸漸地放棄

這一方式，並且在溝通完畢後，老師會及時指導學生將剛才互相溝通的內容用縱橫

輸入法輸入計算機，再加以筆形、單字和詞組等內容的常規訓練。 

3. 關於使用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的一些建議 

  在這些年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從教師和學員處歸納了一些關於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在實際應用中的建議，供有關專家學者參考，如有不妥之外，請指正： 



  (1) 是否可以增加自動調頻的功能，根據用戶輸入的單字或詞組的頻率對重碼

單字或詞組在選字窗口中的次序進行自動調整，將用戶輸入頻率高的單字或詞組自

動的排列在選字窗口中的最前端，以方便用戶的輸入。 

  (2) 是否可以增加手寫輸入的功能，這樣用戶可以對一些不能正確確定編碼的

漢字進行輸入，以方便用戶的操作。 

  (3) 在輸入詞組時，使用萬能鍵替代或後綴容錯時，是否可以顯示出詞組正確

的編碼，以便於用戶查看。 

  (4) 在使用詞組聯想功能時，部分詞組在選字窗口中的次序不是很合理，是否

可以進行合理地調整，以方便用戶的輸入。例如：輸入「我」後，按「/」聯想詞

組，會得到 30 個詞組；輸入「大」後，按「/」聯想詞組，會得到 325 個詞組，但

這些詞組的次序都不是很合理。 

  (5) 輸入漢字編碼後，部分用戶（中老年或視力不好的用戶）覺得在選字窗口

中的字太小，是否可以設置得再稍微大一點或可讓用戶自由設置，讓用戶能夠看清

楚，以方便用戶的輸入。 

4. 關於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教學系統的建議如下 

  (1) 在「筆形訓練」時，是否可以顯示出筆形代碼表，以便於用戶查看。 

  (2) 是否可以使用戶練習的內容更加合理化，如「四字詞組」或「多字詞組」

訓練中，可以多加一些實際中常用的一些成語詞組的練習。 

  (3) 在「縱橫漢字測試」中，文章的數目是否可以適當地增加。 

  以上就是我中心關於縱橫輸入法的推廣方法、教學方式的一些介紹及建議，願

與國內外同行進行經驗交流與切磋，揚長避短，相信在我們大家的共同努力下，縱

橫輸入法將會有一個更加美好、更加廣闊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