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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纵横码 培养新农民 建设新农村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培训中心 王丽平 姚蕾 

 

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始建于 1983 年，是一所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北京市现代化标志

性中等职业学校。学校秉承“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职业教育办学

职能，始终把北京市、昌平区“新农村建设、农民教育大讲堂、培养新农民”的政府惠民“三

农工程”作为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学校连续四年被评为市级“京郊新型农民培养先进

单位”，2009年还被认定为北京市首批承担本市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职业技

能培训任务的 48所培训机构之一。 

在学校参与区域发展、为区域建设服务的政府

惠民工程中，我校以“推广纵横码、培养新农民、

建设新农村”、“学会纵横码、使用计算机、进入信

息网、开展新生活”为抓手，在农村小城镇化建设

中、及时使转岗农民通过学习纵横码、进入信息时

代，开始了新生活，实现了“掌握纵横码 就业不用

愁”、“普及电脑知识 培养新型农民”、“培养新农民 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为建设和谐、学

习型社会做出了贡献。学校自 2005年启动纵横汉字输入法免费培训。截止 2009年底共组织

培训 86期，共 2260人参加了培训，产生了较好的培训和就业的社会效果。在北京市老教协、

北京市纵横码推广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2006 年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总结会上，昌平职业学校

以“掌握纵横码培养新农民”为题，在大会上发言，收到高度赞誉。 

一、纵横汉字输入法使农民进入信息时代 

北京市昌平区位于首都正北，随着首都经济建设的发展，海淀区与昌平区各项事业紧密

交融；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急剧向昌平区扩展、逐步融为一体；“北汽福田”、“三一重工”、

“康明斯”等大型国有、合资企业入驻昌平；130多家旅游企业在昌平崛起……使以往依靠

农业经济为主的昌平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需要，大批农民需要转岗就业，农村信息化建设、培训转岗农民

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昌平职业学校在区教委支持下，及时到全区农村开展调研，了解

到广大转岗待业农民迫切需要学习电脑知识，而又没有一个适应他们学习的简便、易学、易

操作的汉字输入法。恰在此时，北京老教协把周忠继先生研发的“纵横汉字输入法”介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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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纵横汉字输入法”一经推广，就在昌平区引起了极大反响，受到广大农民人群的欢

迎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为进一步搞好新农民培养工作，昌平职业学校在昌平区政府、教委的支持下，购置了

50余台电脑，以送教下乡的方式把培训班办到农民家门口，极大地方便了农民学习纵横码。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在参加我校纵横码计算机培训学员中，年龄在 35岁以下的只占 8%，35

至 45的占 50%，45至 60岁占 32%，60岁以上占 10%。由于农民学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

平偏低，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电脑，这些原本学习非常

吃力的农民，却用自己握贯锄头的手，通过应用纵横码

在计算机小键盘上敲击出文字时，高兴地手舞足蹈！农

民很快接受并掌握了这种汉字输入法，学习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许多农村妇女甚至 70 多岁的老人都积极参加

了培训。经过 20 天左右的培训，大部分学员可以达到

每分钟录入 25个汉字，最快的学员可达到每分钟录入 70个汉字。首批掌握了纵横码的农民

在超市、旅游企业、科技园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从事“乡村旅游”的“农家乐经营者”

也利用纵横码，在网络上建立了自己的“广告”。 

事实证明，在新农村建设、农村小城镇化建设中，让转岗农民适应信息化社会发展、融

入信息社会是时代的要求；掌握电脑知识、融入信息时代、让自己成为新型农民、再就业，

是广大转岗农民的呼声；纵横汉字输入法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适应了我国

农村发展的巨大变革，为广大转岗农民掌握电脑提供了一个简单、易学、易记、易操作的掌

握电脑知识的方法。 

二、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的经验和体会 

（一）高度重视，全力保障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教委十分重视在“新农村建设”“农民教育大讲堂”中开展纵横码

培训工作。昌平区教委职成科郭连生科长，专程到 300 多个行政村调研，确认“纵横码”的

确是能够让转岗农民学好电脑知识、提高生活质量、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好项目！为此，2009

年昌平区教委主管主任徐大生同志亲自挂帅，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推介纵横码。为全力保障推

广纵横码，区教委拨款 490多万元，为推广纵横码的村镇配备了计算机房，昌平职业学校、

职工学校、成教中心、计算机中心共同参与对农民的纵横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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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推广培训工作，得到了

我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成立了以段福生校长为

组长，培训中心主任张利成为副组长的领导小

组。培训中心内设立专门纵横码工作小组，由

专人负责教学，并详细制定推广培训方案。除

下乡推广纵横码外，在培训学校还专门设立了

计算机室，为专程到学校学习纵横码的农民朋友提供方便。培训中心教师自愿加入到“推广

纵横码志愿者”团队中，既是宣传员又是教师又是培训组织者，为新农村建设奉献自己的一

切力量。 

领导高度重视、全力保障，培训中心具体工作到位、落实到人，是我们推介纵横码取得

实实在在成果的根本保障。 

（二）典型示范，广泛宣传 

我校纵横码推广工作小组，接到任务后，立即深入各村对进行“草根式”调研，逐村逐

户地了解村民知识现状、学习需求，以增强教学实效性。为了使村民能够了解纵横码，大家

群策群力，设计宣传方案，张贴海报，找来本村参加过学习的人员和利用纵横码再就业人员，

进行现场演示，交流学习体会，打消了村民怕学不好计算机的顾虑。 

由于纵横码简单易学，易于操作，学了就能用，在典型人物的带领下，吸引了许多带着

目的来学习纵横码的农民。 

（三）送教下乡，科学指导 

在推介纵横码的具体操作上，我们充分利用纵横码简单、易学、易记、易操作的特性，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采取了“送教下乡、科学指导”的模式。 

1.激发兴趣，提高热情 

有兴趣、有需要，才会去主动地学习。教学伊始，教师利用课件演示，让学员形象直观

地了解纵横输入法的背景和特点，并通过与其他输入法对比，使学员体会到纵横输入法无需

记忆大量字根，只要牢记 0～9十个数字的“四句口决”，单手即可输入。教师先带领他们给

自己的姓名编码，在屏幕上打出自己的名字，这些原来对学习电脑畏惧的农民，见到自己名

字真的出现在屏幕上后，非常兴奋。这种做法大大激发了他们学习纵横输入法的欲望，坚定

学好的信心。 

2. 循序渐进，系统教学  

由于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因此我们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出适合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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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案。从零基础学起，先讲一些计算机基础操作知识做铺垫，再进入纵横输入法学习。 

    指法训练是基础。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打字速度的快慢。教师给学员详细介绍了键

盘的布局和小键盘的指法之后，利用教学软件，指导

学员进行正确、规范的指法练习，要求学员逐渐达到

盲打程度。 

    笔形练习是关键。学习取码之前先要记住每一个

数字键对应的笔形，首先是口诀的学习，给学员逐句

逐字的进行讲解，并多次强调笔形与口诀之间的关系，

口诀必须熟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先带领学员背记

口诀；再让学员自己边进行笔形练、边背记口诀。 

    单字取码是难点。利用课件和其它软件辅助教学，通过形象化的演示和细致讲解，让学

员掌握取码规则。对于比较容易混淆的笔形和特殊字将进行重点强调，还采用了“我问你答”

的培训形式，老师和学员一起进行汉字取码的练习。大家在练习中，老师逐一进行指导，反

复强调取码规则，遇到问题及时解决。 

    词组录入是速度。丰富的词组是纵横码的一个特点，词组中的字数越多，取码越简单，

输入速度也越快。从二字词、三字词到多字词的取码规则讲解和反复练习，再到简码的学习，

学员录入速度大大提高了。在学员对词组有了理解和熟悉之后，引入文章练习。 

    这样，通过指法训练——笔形练习——字、词组练习——文章训练，循序渐进，由简渐

繁，由浅入深，学员逐步适应、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引入激励机制，不定期地进行一些竞赛，以赛促学，既避

免了枯燥的输入练习，又检测了学员的学习成果。教师注意合理使用表扬的言辞，时时鼓励

学员，凡是达到录入要求的学员，还给予奖励，使他们体验到学习的成就感，更加坚定了学

好纵横码的信心。 

3．跟踪指导，热心服务 

培训班结束，并不意味着推广培训的结束。对于参加学习的学员，我们都留有详细的档

案资料。培训班结束后，我们每周都会有老师入村进行辅导，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免

费入户安装纵横输入法的相关软件；经常通过电话联系，了解学习进展情况，并给予必要的

指导。无论是假期还是其他工作繁忙，只要是村民来电话，我们都义不容辞，立马赶到农民

身边，认真指导他们。我们热心、诚心的跟踪服务，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赞誉。 

4．拔尖培优，组织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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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比赛是展示成果、学习提高的极好机会，既可使他们增长见识，也使更多的人认识

他们。入村培训时，我们注意发现有学习潜力的学员，拔尖培优，组织他们参加学校、区里

组织的纵横码大赛。 

在组织选手参加比赛过程中，明确目标要求，采用平时训练与赛前集训有机结合的科学

训练方法，合理安排练习时间，因人制宜，进行学习方法指导，有效地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

高成绩。 

在 2009年 9月昌平区“新农杯”纵横汉字录入技能大赛中，我校推荐 11名选手参加。

其中，展顺以 5 分钟 197 个汉字的优异成绩荣获大赛老年组一等奖；刘春梅以 5 分钟 319

个汉字的优异成绩荣获大赛中年组一等奖，高兴梅荣获大赛中年组三等奖；李春梅以 5分钟

275个汉字的优异成绩荣获大赛青年组二等奖，丛秀清、谷秀杰荣获大赛青年组三等奖。 

在 2009 年 11 月北京市 CKCIM 杯纵横汉字输入大奖赛中，我校培训学员刘春梅，以 5

分钟 347个汉字获得了乡镇中年组一等奖。 

（四）学以致用，成效显著 

 昌平职业学校在农民中推广纵横码，由于纵横码易学、易懂、易记、易会，使很多学

员在短期内从一个“一窍不通”的“电脑盲”，成了一个电脑、上网的“爱好者”，尝到了纵

横码的“甜头”，纵横码帮助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旧县村委会工作人员展顺，男，61岁。一直原来

都是自己手写一些合同、通知什么的，再让其他人录

入，学习了纵横输入法之后，就可以自己录入了。现

在基本上每分钟可达到 30 至 40 字，展老高兴的说：

“纵横输入法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我也能用计算机

打字、上网了，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另外通过学

习纵横码，他还在网上寻找竹子新品种，丰富自家的竹园，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参观。 

北邵洼村委会会计刘秀娥，女，53 岁。由于拼音不熟悉，工作中又需要计算机进行网

上上报数据。纵横输入法学习之后，她可以轻松完成网上录入工作，运用纵横输入法编辑文

件，打印报表，大大提高了财务工作的效率。 

北邵洼村学员刘春梅，女，36 岁，个体经营户，具有初级计算机基础，在学习纵横输

入法之后，成为骨干学员，现在已达到每分种 70 字。可以及时上网了解一些信息，为经营

提供帮助。 

康陵村村民在我校的扶持下，“春饼宴”一直红红火火，但是网络宣传上还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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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进行网上宣传。现在经过培训之后，能够自己上网宣传自己，扩大知名度，扩大营业额。 

在培训之前，即使家里有电脑，妇女也不敢用，甚至连开机、关机都不会。通过计算机

培训，学会纵横码之后，她们在家里就可以上网了，圆了她们的“上网梦”，也解决了她们

监督子女上网和学习的困难。因此，许多家庭如旧县村的徐宝香、展雨芳专门购置了电脑，

坚持练习纵横码，实现了从不会用电脑，到可以用纵横码打字、上网的跨越。    

三、推广纵横输入法仍需要“高一头、快一步” 

在我们推介纵横码过程中，的确感到纵横汉字输入法非常适宜广大农民朋友学习，应当

大力推广！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感到在今后的推广工作

中，仍需要： 

（一）加大宣传，纵横天下 

尽管北京市及各区县在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推广纵横

码的人群基本在弱势群体方面，更多的人们对此的认知度仍没有五笔、拼音等输入法高。因

此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推广力度，使纵横汉字输入法能够在人们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普

及纵横码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认真努力挺进。具体建议如下： 

1．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宣传纵横码 

可以通过电视、报纸、宣传栏等途径大力宣传纵横码，也可以在社区、学校、农村举办

大型纵横码讲座和演示活动，使更多的人近距离接触纵横码，感受纵横码的优势，产生学习

纵横码的欲望。 

2．加强骨干培养，扩大培训范围 

    培训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精力是有限的，仅靠他们来推广纵横码根本无法满足更多人的需

求。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以点带面”的模式进行大面积推广，使纵横汉字输入法逐步进入社

会的各行各业。即由培训学校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农村“村官”中培养一些骨干学员，再由他

们来教授、带动本地区的人员参与到纵横码的学习中，扩大培训推广范围。  

（二）优化软件，方便快捷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纵横输入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长字词组侯选字显示不完全，无

法看全所有长词内容。而在教学练习软件中有时会出现词组打对了，而不出现的现象。建议

应该再优化软件，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另外希望再增加一些贴切人们实际生活的词组、练

习文章，并增加更多的词汇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词组的更新上，更符合语法和表达习惯，

让词组判断更容易。 

    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新型农村的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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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码，培养新农民”任重道远。作为昌平区唯一的一所公立职业学校，我们将不断创新新

型农民培养模式，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争取培训效果的最大化，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