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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独影响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时尚的网络生活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青睐。

但网络应用技术、汉字录入等知识障碍成为老人们难以跨越的门槛，影响了他们上网的兴趣。

现在虽然有手写输入方式，但由于录入速度、识别率、经济等原因，很多人还是采用键盘输

入的方式。汉字的键盘输入编码有多种，为什么要普及纵横码？它有什么特点？选用什么策

略帮助老年人突破汉字录入的瓶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纵横码输入法教学的必要性 

 

汉字输入法编码分为流水码、音码、形码、音形码。常用的流水码有区位码、电报码、

等，一个编码对应一个汉字。流水码的优点是重码率几乎为零，效率高，但缺点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规律、需要大量记忆，适用于电报员、通讯员等专业人员高速盲打。常用的音码有智

能 ABC、微软拼音等。音码的优点是不需要特殊记忆，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只要会拼音就

可以输入汉字，缺点是同音字太多，重码率高，输入效率低且难于处理不识的生字。常用的

形码有五笔字型等。形码的最大的优点是重码少，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汉字的录入效率会

大大提高，因而这类输入法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类。形码的缺点就是需要记忆的东西较多，

长时间不用会忘掉。常用的音形码有郑码等，但由于推广不力，使用的人较少。 

在社区教学中发现，许多老年人没有学过拼音，用音码录入比较困难。而五笔字型输入

法虽然只利用五种笔画，但却有 130 个字根和部件，对记忆力不好的老年人来说实在不是件

容易的事。以笔序为输入原则的汉字输入法似乎解决了上述的难题，只需根据汉字的笔画和

次序逐码输人就可以，但关键是录入者是否能每个人都能正确掌握笔顺次序。 

由香港著名实业家周忠继先生发明的纵横汉字输入码完全解决了汉字录入难题。纵横码

基于笔画，在编码原则、代码数目、易学易用等方面有突破。它打破了笔序输入法按序编码

的限制，抓住汉语方块字的特点，把汉字划分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 4 个部分，以 10

个数字代替不同的笔形。使用者无须知道字的读音、结构、笔顺，只要知道 10 个数字所代

表的笔形和编码序列就能快速输人。实践证明，使用者只要者投入少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就能快速掌握纵横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能突破汉字录入的极限。因此，纵横码输入

法具有良好普及和推广的基础。 

 

二、 基于纵横码输入法特点的教学策略 

 

1. 纵横码输入法的特点 



(1) 编码的笔画简单、数量少，可归结到十个按键。 

(2) 四角取码，不受笔顺笔序影响，容易接受。 

(3) 拆码规则只有四个，容易记忆。 

(4) 透过词组输入，以减少按键的次数和提高输入的速度。 

2. 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方法提倡将学生被动的知识学习变为主动的能力学习，在教学中，从问题出发，

将课程内容提炼出来，结合教学任务和案例实例进行教学。纵横码输入法的笔形归纳为十个，

拆码规则浓缩为四个，方便教师设计案例。 

在案例教学中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案例具有代表性。代表性是指特殊性和典型

性。要通过典型实例，引导学生找出规律。比如，要找出字的左上角的短竖与撇的区别。教

师可以举 “象、饭、丝、能、发、好”这几个字让学生拆。“象、饭”、的左上角的笔形为

“撇”，编码为０，而“丝、能、发、好”的左上角的笔形“短竖”，编码为 2。进而让学生

总结出规律，即撇是一笔写结束的，短竖是一个笔划的上部，笔划下面还有其他部分。第二，

案例具有趣味性。趣味性是指问题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是具有趣味和吸引力的问题就越能激

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去。纵横码教学软件设计了不同教学目标的案

例和考核方法，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还有游戏考核方式。在纵横码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

挥其教学软件的作用。教学软件分为笔画学习、拆字编码学习、词语学习。学生不仅可以选

择学习方式进行测试，还可以选择游戏。通过软件的使用，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学

习效果显著。 

3. 启发式教学方法 

启发式教学方法通过启发学生思考，能合理地猜想、寻找规律。在学习笔形口诀过程中，

分析每个口诀键的笔形与引申笔形的特点，让学生找出其共同点，激励学生积极思考、探索

和学习，开发成人学生的创造性潜力。例如，讲解笔形口诀时，要启发学生找出每一个编码

上笔形的特点，快速记住所有笔形。如“一横二竖三点捺”口诀中，凡是从左到右的笔形都

同“横”，占“1”码，如“提”。凡是从上到下的笔形都同“竖”，占“2”码，如红、能、

发这几个左上角的“短竖”，不能拆成“撇”。凡是从左上到右下的笔形都同“点”和“捺”，

占“3”码，如“   ”、“   ”。 

 

三、 根据老年人特点组织教学 

 

老年人具有明确的学习动机、记忆力差、缺乏自信、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能力强、

不喜欢孤独。在教学中，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果。

我个人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1. 注重知识的实用性 



老年人学习汉字输入法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上网聊天、发邮件、写博客等做准备，即

学即用，注重实用性。他们希望接受对实践有指导价值的知识，而对那些纯理论的、学科性

的知识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在讲解输入法时，并没有对各种输入法进行系统介绍，而是有针

对性地介绍纵横码的特点、笔形和编码规则，并通过实例的讲解，使学生快速掌握要领，并

通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练习，提高汉字录入速度，为今后驾驭电脑做好准备。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抓住学生遇到的难点，帮其总结，并应用于实践。例如，在笔形

代码口诀的教学中，有几个容易混淆的笔形。如“1”键的“提”、“2”键的“斜竖”和“0” 

键的“短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0”键的横撇与“7”键的“角形”容易混淆。教师帮助

学生总结规律，以便学生能触类旁通。 

2. 反复复习，消除焦虑，利用口诀等手段帮助理解记忆 

纵横码的笔形仅有 10 个，即横、竖、点、撇、撩、钩、角、方块、笔画间有一个相交

点的“叉”和两个相交点的“插”，但引伸的笔形确有 38 个之多。老年人记忆力差，理解和

学习能力强。为了方便记忆，采用 4 句笔形代码口诀 ，即“一横二竖三点捺，叉四插五方

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撇与左钩都是零。”。 

纵横码汉字输入法按汉字的 4 角编码，构成 4 字码。为了便于学生拆字编码，总结出以

下四个原则，即笔形取大不取小；相连笔形不同编码分别取码，相连笔形相同编码不重复取

码；最左、最右笔形优先；上部叉、插笔形优先。课上反复举例解释，多次复习，消除学生

的焦虑。 

3. 激励学生，增强自信 

老年人学生年龄大，有的甚至 87 岁还坚持学习。他们有学习的热情，但缺乏自信。在

教学中，我认为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多表扬和鼓励学生，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进步，在

学习中逐步树立信心。 

4. 强调组织策略，加强学生间的合作 

合作学习是学生们通过共同工作来达到共享性的学习目标。老年人退休后，脱离原来的

群体工作环境，与社区中其他老人缺乏沟通的渠道，感到孤独。在教学过程中，让老人组成

合作学习小组，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明确的集体任务中。每个组员既依靠自己的努力，

又共同利用资源，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解决问题。小组成员通过讨论，相互交流自己的观

点，集思广益，拓宽思路，互相启发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参照小组共同学习成果，

对学生给予激励和评价，促进更进一步的合作。在学生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互

相讨论、交流与沟通，把个体思考成果与别人分享，改善学生间的关系。合作学习还可以充

分利用老年学生原有的经验，有利于激发老年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调动老年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总之，在纵横码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借助纵横码教学软件，结合老年人学习的特点，

精心设计、组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强学生间合作，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汉字



录入这项学习技能，促进学生间的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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