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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人類社會已進入信息時代，信息技術在社會各個領域發揮重要作用。作

為信息技術的工具之一 ——計算機應用技術，也已被越來越多的人們所掌握，漢

字輸入法作為計算機應用技術中的最基本的一種技術，如何快速、準確地錄入漢

字，已成為一些研究機構研究的對象之一。而縱橫輸入法以其記憶量少、詞彙量大、

簡單易學，且可用小鍵盤單手操作等優點，在眾多漢字輸入方法中脫穎而出，越來

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喜愛。 

  我校從 1998 年開始對學生進行「縱橫輸入法」的教學至今已有八年。在這八

年當中，我們先後取得了「浙江省首屆中學生縱橫碼漢字輸入比賽」團體、個人三

等獎、「華東地區縱橫碼漢字輸入比賽」團體三等獎、寧波市第三屆、第四屆、第

五屆、第八屆中小學生縱橫碼漢字輸入比賽中學組團體、個人一等獎、二等獎、三

等獎的好成績，在眾多的比賽隊中，我們是唯一一支由聾啞學生組成的比賽隊，我

們能取得如此優異的成績，說明縱橫輸入法的簡單易學。實踐告訴我們，在聾啞學

校學生中進行縱橫輸入法的教學是完全可行的，它不僅可以讓學生掌握一技之長，

增長知識，多一份謀生的本領，而且對發展學生的智力，特別是對學生的語言補償

起到了一定的作用。 

  縱橫碼是一種形碼，如何掌握縱橫碼的拆字方法，是快速、準確輸入漢字的關

鍵。如果教學方法得當，就能使學生充分了解縱橫碼的特點，並能迅速掌握；反之，

學生就會不得要領，產生難學的假象。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及時總結教學經

驗，尋找規律，突出重點；在教學方法上，要化難為易，精講多練。 

1. 規範指法，熟記鍵盤 

  到目前為止，應用最為廣泛的漢字輸入方法，仍是通過鍵盤輸入的（除少數用

語音輸入法和手寫板輸入），縱橫輸入法是其中之一，要快速、準確地輸入漢字，

規範、熟練的指法是關鍵。 

  縱橫輸入法只需用小鍵盤單手輸入，雖然它對指法的要求沒有五筆字形輸入法

那樣高，但是要做到快速錄入，一定要有規範、熟練的指法，否則會直接影響到文

字的輸入速度。筆者在教學中的具體做法是：根據聾啞學生的模仿能力強的特點，

首先示範給學生看，讓學生有一個感性認識；然後在學生進行指法練習前在小鍵盤

中規定一組基本鍵。筆者把小鍵盤中的數字「4、5、6」鍵規定為基本鍵，要求學

生右手的食指定位於數字「4」鍵；中指定位於數字「5」鍵；無名指定位於數字「6」

鍵；食指主管「1、4、7」三鍵；中指主管「/、8、5、2」四個鍵；無名指主管「*、

9、6、3」四鍵；大拇指主管「0」鍵；小指主管回車鍵。規定完手指的分工後，最

後是指法訓練，在訓練中要求學生做到三點。第一，熟記鍵盤位置。由於小鍵盤只



有 10 個數字及少數幾個符號鍵組成，學生很容易就能牢記數字及符號在小鍵盤的

位置。第二，在練習時要求學生指法正確、動作協調並有回復。即食指、中指和無

名指始終要放在基本鍵上，使手的移動範圍盡量小，這樣既有利於正確率的提高，

也有利於速度的提高。對於這一點，學生往往容易疏忽，老師在訓練時應嚴格要求，

密切注意學生的手指指法，發現不規範的應及時糾正。第三，結合筆形代碼，反覆

練習，做到盲打。雖然縱橫教學軟件中有專門的數字鍵練習這部分內容，但筆者認

為如果結合筆形練習來進行指法訓練則更為合理，因為小鍵盤比較簡單、記憶量

小，而筆形的記憶相對來說比較多，又是重點，把兩者結合起來練習，在練習指法

的同時，又記憶了筆形代碼，起到了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通過兩節課的練習，學

生都能較好地掌握指法規則，對 10 類筆形也有了初步的認識，再通過反覆的訓練，

就能很快熟記筆形代碼了。 

2. 尋找規律，突出重點 

  一種編碼法的好壞，取決於它是否簡單易學，且記憶量小，但不管怎樣，總有

一些規則需要記憶，縱橫碼也不例外。如何使學生較快地掌握取碼方法，這就要求

教師在講解時要尋找規律，突出重點，這對聾啞學生尤為重要。 

  縱橫碼的編碼規律較強。由於聾啞學生的邏輯思維較弱，形象思維相對較強，

根據這一特點，教師在講解時，應盡量形象化，不能太抽像。筆者在講解時，始終

圍繞著「縱橫」兩字來展開。何謂「縱橫」，就是「縱橫取碼法」。「縱橫取碼法」

意義為：將要取碼的漢字分成上下兩部分，即為「縱」；左右取碼即為「橫」。學

生理解了「縱橫」兩字的含義後，其餘的各種取碼規則都可以從「縱橫取碼法」來

展開。同時，筆者要求學生在取碼的時候必須嚴格按照科學的書寫習慣，即按從左

到右，從上到下的順序來取碼，這樣做可以大大減少記憶的內容，簡單易學多了。 

  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的推出後，取碼規則更為簡便，記憶量也大為減少，

使「縱橫輸入法」更加簡單、易學，一些普通的單字，利用取碼規則很容易掌握。

為了提高輸入速度，掌握簡碼特別是一鍵簡碼的字、詞尤為重要。要求聾啞學生記

住這些規律確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他們一般不會自己去找規律，這時就需要教師

及時為他們引路，告訴他們怎樣去找規律。筆者的方法是，首先列出一組一鍵簡碼

的字。例如：「 」，然後讓學生自己找規律。同時，

教師加以引導，讓學生仔細看一看這些字的第一個筆畫都是什麼，學生馬上就能得

出第一個筆畫是「撇」，用數字鍵是「0」輸入，這樣學生很容易得出一鍵簡碼是

取字的第一碼作為輸入碼，從而學生能較快地得出字二鍵簡碼和詞組一鍵簡碼、二

鍵簡碼的輸入規律，再結合教學軟件的練習，學生能較快地掌握這部分的內容。由

此可見，尋找規律，對掌握縱橫輸入法及提高速度是至關重要的。 

3. 掌握詞組，提高速度 



  由於主部首、副部首及補碼的取消，使得縱橫輸入法在輸入單個漢字時，重碼

大大增多，但它強大的詞組功能，彌補了這一不足，同時大量的詞組輸入提高了輸

入速度；另一方面，輸入者本人詞組的詞彙量越大，閱讀能力越強，對提高輸入速

度越有利。詞彙量的多少直接影響閱讀能力，而詞彙量的增加與我們平時的口語交

流或者說語言環境是密不可分的。聾啞學生的聽力喪失，無法與正常人進行語言的

交流，也就是說，缺少語言環境熏陶。無論是掌握的詞彙量，還是閱讀能力都無法

與正常的同齡人相比。我們的做法是：首先，增加學生的詞彙量。除了進行詞彙訓

練外，可利用縱橫碼教學軟件中的分詞練習軟件進行訓練。在分詞練習中只要打開

練習文章，它會自動地把所有的詞組都表示出來。學生只要掌握了詞組的輸入方

法，訓練得當，就基本上能掌握練習文章裡面的詞組。所謂訓練得當，是指不能讓

學生過份依賴分詞練習這一功能。在教學時，必須把分詞練習與文章輸入交叉進

行。這樣，不僅可以縮短學生的記憶週期，而且強化了學生的記憶能力。其次，增

加閱讀量，提高閱讀能力。閱讀量對閱讀能力的提高至關重要。一般來說，書看得

多的人，閱讀能力相對較強，這個道理不光對普通學生適用，對聾啞學生也同樣適

用。因此，我們在進行縱橫輸入法教學的同時，鼓勵學生多看書，除此之外，我們

有意識地多提供一些不同風格的文章讓學生練習，來培養和提高他們的閱讀能力，

從而達到提高輸入速度的目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是行之有效的，它不僅增加了

學生的詞彙量，提高了閱讀能力，而且對聾啞學生的語言補償也起到了很好的作用。 

  以上是筆者從事縱橫輸入法教學以來的一些心得體會，都是比較膚淺的。但在

這一過程中，重要的是筆者看到了聾啞學生的變化，他們不僅學會了一技之長，更

重要的是通過每年一次的比賽，樹立了自信心。目前，「縱橫輸入法」在特殊教育

學校中推廣還不夠，今後，筆者將努力致力於本項工作，使「縱橫輸入法」在更多

的聾啞學生中生根發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