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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忠繼先生發明的縱橫輸入法正迅速地推廣到了全國各地和全世界華人地

區。筆者是一名中學計算機教師，從 1993 年開始即將縱橫碼引入普通中學計算機

教學試驗，並在縱橫碼漢字輸入競賽輔導等方面做了一些工作。筆者在工作實踐中

發現，相同智商的學生，對學習縱橫碼的積極性不一樣，學習效果也有較大差距。

在競賽訓練輔導中，老師原先心目中智商高的學生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成績。個別平

時訓練成績非常好的學生，在實際比賽時卻心發慌，手發抖，與平時訓練相比就像

換了一個人。 

  經過多年的探索與研究，筆者得出的結論是：教學效果除了與學生本身的智商

因素有關外，還與學生的心理因素有關。如要在縱橫碼教學與競賽輔導中取得良好

的成績，除了要在計算機基礎知識、基本技能和縱橫碼漢字輸入技術方面對學生進

行認真輔導、嚴格要求之外，還要培養學生具備濃厚的學習興趣，做事不怕困難與

堅韌不撥、遇事不慌等良好的心理。下面是筆者在縱橫碼教學與訓練的實踐中總結

出的幾種調節學生心理方法。 

1. 從激發興趣入手，提高學生學習縱橫碼的主動性 

  興趣是學習的強大動力，要使學生主動並積極投入縱橫碼的學習與訓練中去，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激發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想學、樂學。下面是筆者常用的幾種方

法。 

1.1 明確學習目的，激發學習興趣 

  學生知道了學習輸入漢字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激發起學習興趣。在漢字輸入教

學之前，首先要讓學生認識到，進入信息時代，熟練掌握在電腦上輸入漢字的技能

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為了提高漢字輸入速度，除要學會拼音碼輸入法以外，還應

掌握一種能快速輸入漢字的編碼，進而再向學生簡單介紹目前流行的能快速輸入漢

字的「五筆字形碼」與「縱橫碼」。此時，同學們就會覺得「縱橫碼」只要背四句

口訣就能輸入漢字，簡單易學。同時，向同學們介紹周忠繼先生如何在業餘時間發

明縱橫碼的過程，並且目前縱橫碼已推廣到全國與全球華人地區等。這樣就可以激

發學生對掌握用電腦輸入漢字技術的需求性，並能初步引起學生對縱橫碼的注意和

興趣。 

1.2 分散教學難點，創設「成功感」，激發學習興趣 

  在剛開始學習縱橫碼時，老師只要稍微介紹一下縱橫碼編碼原理，學生就能「慢

吞吞」地輸入一些老師事先挑選出來的典型漢字，學生很有「新鮮感」和「成功感」，

對學習很感興趣。但隨著學習的深入，學生會遇到許多漢字不知如何取碼的困難，



他們的學習興趣有可能會降低，這些學生極易出現急躁、消極訓練或逃避訓練的現

象。 

  筆者採用了「分散教學難點，增強學習成功感」的方法。所謂「分散教學難點」

就是根據縱橫碼的教學規律，將教學內容分成六個基本教學模塊：(1) 縱橫碼基本

概念；(2) 小鍵盤指法；(3) 簡碼字輸入；(4) 簡碼詞輸入；(5) 詞語輸入；(6) 文

本綜合練習。 

  首先進行第(1)個模塊教學，老師講述 10 分鐘，學生就會輸入老師指定的許多

典型漢字，學生即有「成功感」，學習興趣非常高。再將第(2) (3) (4)教學模塊融合

在一起，自編一個「縱橫簡碼文本生成器」小程序。利用這個程序將上面的 3 個教

學模塊分成「8 個練習過程」，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一鍵字簡碼」可以讓電腦隨機產生一個一鍵簡碼字的練習文本，主要教學目

標是讓學生練習小鍵盤指法，又能使學生非常熟練地掌握 10 個一鍵簡碼字。「一

鍵字詞混合」所產生的練習文本，既鞏固了小鍵盤指法的練習，又使學生熟練地掌

握了 20 個一鍵簡碼字與詞。 

  「二鍵簡碼」文本練習的教學目標主要是讓學生練習縱橫筆形碼的取法，同時

又使學生熟練掌握縱橫碼的 20 個二鍵簡碼字與詞。 

  這「8 個練習過程」分散了教學難點，使學生在每一個練習過程中都會發現自

己的進步非常快，成功感特別強，從而激發學生學習縱橫碼的積極性和自學性。這

「8 個練習過程」同時也讓學生掌握了小鍵盤指法和簡碼字、詞和筆形的取碼等基

本功。 

  然後可以進入「詞語輸入」教學模塊，老師可專門製作練習文章，再利用蘇州

大學開發的「分詞」軟件進行練習。由於學生已掌握了縱橫輸入的基本功，進步很

快，成功感增強，學習主動、積極。最後進行綜合文本練習。 



  用上述方法除分散難點，激發學習興趣外，還能保證學生掌握縱橫碼中的簡碼

字、詞與海量詞語庫等技術精華，並能在輸入漢字的過程中充分運用。 

1.3 合理表揚，激發興趣 

  合理表揚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老師在教學和訓練過程中應經常告誡自己，

絕對不說某某同學「笨」、「手腳慢」、「沒有希望」等話，那樣會挫傷學生學習

的積極性。也不要沒有根據地盲目表揚某某同學「聰明」、「大有希望」等，那樣

會使學生感覺老師在騙他們。老師應在實際教學和訓練過程中仔細觀察學生，注意

發現他們的各種特長和優點，適當表揚，以增強他們的信心。 

  例如，在一次競賽訓練中，筆者發現某學生開始輸入速度一般，但記憶力和理

解力特別強，就在全集訓隊進行表揚，同時還要求她好好利用這一優勢，迅速掌握

縱橫碼的簡碼、詞語等基本功，再多用時間練習輸入漢字的速度。這個學生按照老

師的意圖訓練，信心十足，成績一直保持在前例，最後在省級比賽中獲得優異成績。 

  又如，某學生在競賽集訓中開始成績一直落在後面，似乎缺乏信心，但她的擊

鍵姿勢很好，筆者就對著全集訓隊表揚她的指法是第一流的。同時，筆者還叫她向

全集訓隊進行指法表演。筆者還私下裡給這位同學指出：「目前成績不佳的原因是

對縱橫編碼不熟練而抑止了指法優勢的發揮，如果克服了這一弱點，就會後來者居

上的。」這位同學聽從了筆者的分析，有了信心，成績直線上升，同樣在省級比賽

中獲得優異成績。 

1.4 調節測試成績，增強學習興趣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利用蘇州大學開發的縱橫碼比賽測試軟件來測試學生縱橫

漢字輸入速率，進行教學評估，但測試成績的好壞可以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心理。 

  筆者進行測試的指導思想是：對於老師，可以獲取自己教學的反饋信息，以不

斷地調整教學內容、方法和策略；對於學生，可以通過測試成績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 

  筆者認為測試得出的成績好壞是相對的，它還取決於當時測試的環境（測試的

文本的難度、學生測試時的心理等）。在平時學習與訓練時，我們完全可以根據教

學的實際需要，調節測試環境來控制成績的高低。 

  在學生學習情緒比較低落時，可以通過降低測試難度（如在文本中有意夾一些

學生已練習過的文本內容，增加練習文本中的長詞組量等），使測試成績提高，以

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在學生學習勁頭比較高時，提高測試的難度，向學生提出更

高的要求。 

2. 注意師生之間的情感交流 



  在縱橫碼的教學和訓練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學生的心理，要進行師生之間的感情

交流，創設一種輕鬆、愉快、民主、和諧的教學情景，這樣就容易促使學生的接受

力、記憶力、思維力以及創造力達到最佳狀態。 

  要尊重學生，批評學生盡量做到要使學生口服心服。要求學生做到的，老師首

先要做到。例如，剛開始進行縱橫碼教學時，筆者對縱橫碼編碼不熟，筆者就先下

苦功夫學習縱橫碼的編碼，基本上能做到學生有問，老師有答，贏得了學生對老師

的信任與愛戴。 

  溫馨的師生關係正是在師生間的情感互動和共鳴中建立起來的。所以，教師要

把教學過程作為向學生傾注愛心的渠道。 

  總之，老師要以自己的言行為學生做榜樣，博得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使學生親

其師、信其道。這種師生之間的情感，會化成老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動力。 

3. 競賽心理的訓練 

  在高度緊張的狀態下能否不受干擾將事情做成，這取決於一個人的心理素質。

我們借助於縱橫碼競賽輔導對學生進行心理素質的訓練，這對學生心理素質的提高

具有普遍的意義，使他們一生得益。 

  下面是教學實踐中總結出的幾種心理素質訓練方法。 

  （1）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在訓練過程中盡量給學生提出較高的要求，練比較

過硬的技術，這是建立自信的基礎。再在訓練中盡量模擬一些突發困難，如換一個

不太靈敏的鍵盤進行測試，在訓練時出現一些小的操作上的問題，要求學生不許停

下，迅速排除故障，盡力趕上等。 

  （2）進行干擾訓練。在同學訓練時有意加進各種干擾。例如，老師有意站在

訓練學生的後面，或授意別的同學大聲發出聲音，或有意催促訓練學生。通過訓練，

學生受外界的干擾的影響越來越小。 

  （3）創設競賽情景。與兄弟學校合作，進行多次模擬競賽，競賽場地在各個

學校輪換等。 

  （4）臨賽前的教育。臨近比賽，把重點放在學生的心理的調節，防止學生心

理壓力太大。例如實事求是地分析每一位同學的水平，讓學生明白：各人有各人的

成功標準，「一等獎」並不是唯一的標準。 

  上面僅是筆者縱橫碼教學與競賽輔導中的一些粗淺總結，還需在教學實踐中不

斷改進與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