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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縱橫碼的推廣普及，學生學習縱橫碼、學校推廣縱橫碼的積極性得到了很

大的提高。筆者通過多次參加比賽的訓練工作，學到了同行的許多寶貴經驗，輔導

的學生也取得了不錯成績，筆者也曾獲得「指導教師」獎。然而，要比賽，就要有

選手，選手的培養也是教師值得探討研究的課題。多年的教學、訓練和比賽的實踐，

使筆者對縱橫碼教學的認識在逐步深化，對選手的培養積累了一些經驗， 在這裡

把自己在多年縱橫輸入法教學中的經驗作一下總結，希望大家都能「鍵」步如飛，

使縱橫碼縱橫天下。 

1. 選手的挑選與培養 

  教師在教學中做個有心人。教師每天都與學生接觸，要細心觀察每個學生，發

現好苗，然後加以培養，使之成材。還要在不同的班級、不同的年級進行選拔，其

效果則更佳。筆者在選拔選手時不僅在計算機專業，還在財會電算化等專業中挑選

出好苗子。一開始集訓時，筆者共挑選了 30 人左右參加集訓，然後在訓練過程中

在不斷淘汰。在訓練過程中筆者選擇對計算機操作動作協調性好、智力較好、反應

靈敏、能吃苦耐勞、勇於拚搏、比賽時不怯場、有一顆平常心的選手。這些都是技

術提高的必備條件，也是今後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的保證。 

2. 學習訓練階段 

  訓練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關鍵在於教師怎樣讓枯燥的漢字錄入生動起來，怎樣

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充滿樂趣。縱橫輸入法是由周忠繼先生首創的一種漢字輸入

方法。它又是按照字形和字義對漢字進行分類的一種分類法，它用「0」—「9」這

10 個數字作為基本碼，同時也作為筆形、部首及整個漢字的編碼。這種編碼法可

以對收入 ISO10646 國際標準的 20902 個任何方塊漢字進行編碼。縱橫漢字編碼法

取漢字的 10 種筆形，並用 6 位數字進行編碼，重碼很少。該方法僅用小鍵盤就可

以實現漢字輸入，不僅記憶方便，而且不需記憶鍵盤鍵位。學生易學，教師好教。 

  筆者首先讓選手學習由蘇州大學縱橫漢字信息技術研究所開發的縱橫碼教學

學習軟件，使同學們對縱橫碼有一感性認識。再通過觀看縱橫碼比賽的比賽錄像，

提高同學們學習縱橫碼的積極性。學生在練習的過程中，一開始就要注意他們練習

的指法是否操作正確，若不正確就要及時加以糾正。在練習中可採用以「學生為主

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方法， 要求教師的主導作用必須在「引導」上下功夫，

施教主動，貴在引導，妙在開竅。在學生碰到拆不出的字，先是教師與學生一起來

解決問題，讓學生循著老師的思路走，最後點出問題所在。我們安排練習小鍵盤輸

入數字訓練時間在一周左右。 



  筆形代碼的訓練也很重要，要求選手通過練習能熟練識別每個漢字的筆形代

碼，既快又准。筆形代碼的訓練一般我們安排一周左右的練習時間。 

  然後是高頻字詞和詞組輸入練習。這個過程我們還穿插一些文章的練習，要求

選手把在前面學習到的高頻字詞和詞組全面用到文章中去。這一階段我們安排了兩

周練習時間。 

  在整個訓練過程中，我向還採用了與眾不同的方法進行訓練，現簡述如下： 

  (1) 反覆去打同一篇文章。在打同一篇文章的過程中，第一次不測試速度，旨

在讓學生熟悉全文，並把文章中所有不會的字記下來討論。然後開始測速度，反覆

地去測同一篇文章，讓學生熟悉縱橫碼的筆形代碼和鍵盤。在測試過程中要求學生

後一次的測試速度不能低於前一次的測試速度，如果速度下降，要有一定的懲罰措

施，如作俯臥撐，倒走，唱歌等，這樣既可調節課堂氣氛，也可適當讓學生休息。

一般一篇文章最後一次測試要比第一次測試速度提高 10 字/分鐘左右，即可更換下

一篇文章。 

  (2) 分組進行比賽的方法。採取一個快手帶一個慢手的方法，二人一組進行組

與組之間的比賽。同時制定階段性目標，並適時檢查督促。要讓學生對自己現在的

水平及奮鬥的目標做到心中有數，並進行階段性測試，以確保計劃的實現。這樣，

在訓練中必然形成你追我趕的競爭勢頭，使訓練持之以恆，為漢字錄入速度的提高

提供了可靠的保證。 

  (3) 對比法。所謂知已知彼，百戰不殆。利用縱橫碼的測試軟件進行測試，使

每次成績都有一個全面總結，讓所有人都能看到自己的成績和他人成績，相互促

進，使成績進一步得到提高。 

  (4) 聊天法。這裡的聊天是指利用文字聊天，這是大多數學生感興趣的事情。

每天訓練過程中留 40 分鐘左右的時間讓大家一起利用工具進行聊天，但條件是必

須用縱橫碼，對於輸入速度太慢的學生我們可以用剔出聊天室的方法進行懲罰，從

而可以達到訓練學生快速進行錄入漢字的目的。 

  (5) 幫助學生克服訓練中的「高原」現象。訓練中我們發現學生錄入速度達到

80 字/分鐘、100 字/分鐘、120 字/分鐘等幾個成績段時，往往容易產生滿足感或表

現出急躁情緒，直接影響到訓練質量，這時候可採用的方法是：分析達到訓練目標

過程的層次性，指出各階段的心理障礙和技能障礙，幫助他們從指法、對文章的處

理、訓練方式上找差距、找不足，安排他們觀察其他學生練習，讓他們在觀察、分

析、對比中挖掘潛力，樹立他們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 

  在練習初期，學生往往有一種急於求成的心態，這種心理狀態是難免的，也是

正常的。對於此種現象，我們老師要加以理解並給予鼓勵，要通過循序漸進的練習，



對同學們講清楚打字速度的提高需要一個過程，不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要持之

以恆，在練習中尋找規律。 

  以上僅是筆者在多年縱橫碼教學中的一點體會，願與同行們共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