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输入法教学方法初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蒋博文 

一、纵横输入法的认识与教学现状 

汉字输入法是计算机应用和操作的基础。目前社会上使用最广泛的汉字输入方法是拼音

输入法和五笔输入法。但是根据几年来的实际教学经验发现，高等职业院校中的学生能够基

本上都是已拼音输入法作为输入汉字的基本使用方法。在教学中根据统计得到 75%的学生

能够掌握拼音输入法从而以每分钟 35 个汉字以上的速度录入，20%的高职院校的学生能够

使用拼音输入法但是在汉字录入的速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以至于不能以合理的速度完成

文字的录入要求，5%的学生能够使用但是并不能够熟练掌握五笔汉字输入法，同时对于此

种输入法学生也只是能够记住少数的字根，了解五笔输入的理论知识，而在实际汉字的录入

中存在速度的问题。这样的百分比数据针对的学生群体是在 90 年代之后出生的学生群体。

近三年，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双手进行文字录入的汉字输入法由苏州大学研发成功，而此

种输入法对于在文字录入的速度上针对于传统的输入法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在教学中发现

针对于学生普遍掌握的拼音汉字输入法，纵横输入法能够在不确定或者把握不准汉字发音的

情况下，但是有了解字形的情况下快速而又准确的录入汉字。这样大大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

汉字的录入速度和同时也扩展了汉字的录入方式，一遍以更快更合理的速度录入文字。我院

校（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是在 2008 年将这种新的汉字输入法引入了《计算机文化基础》

课程的教学课程体系当中，针对于本科院校的重视理论研究教学模式，同时突出我院校的教

学特色并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水平，我院校大量的在各种课程体系当中设定合理的与此相对

应的实训课程，对于《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在与此对应的实训课程体系当中合理的引入

了《纵横输入法》的教学课时，这样既提高了实训课程的实践性又增强了教学方式的灵活性，

同时由于新颖程度的增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接反映出的成果就是

在我院举行的《纵横输入法》汉字录入大赛中，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相继已优异的成绩获得了

由陕西省职业教育协会颁发的奖励证书。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学习《纵横输入法》的学习热情，

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二、纵横输入法的教学阶段 

1. 第一阶段 

《纵横输入法》的教学过程决定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方法的学习，对于常用的

中文输入法有音码和形码等输入法。音码是按照拼音规定进行输入汉字，不需要特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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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人的习惯性的思维。形码是按汉字的字形（笔画、部首）来进行编码的。其中纵横输入

法属于后者。对于理论方法的学习，主要针对于《纵横输入法》中形码的认识。无论是与大

量学生掌握的拼音输入法相比，还是和少量专业信息录入人员掌握的五笔输入法相比，《纵

横输入法》的码元的数量都是最少最容易记忆的。在实践教学中发现，学生在掌握《纵横输

入法》的形码码元（类同于五笔输入法的字根）时，接受并且记忆的速度很快，一方面是由

于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合理的记忆方式（《纵横输入法》口诀），另一方面是反映出《纵横输入

法》其本身的记忆优越性。对于《纵横输入法》形码的学习我们需要有着更输入的认识，其

一，《纵横输入法》形码促进信息时代大脑对汉语文字的主观认知，其含义是由于音码输入

法注重的是文字发音，只要知道字的发音，就可以凭借电脑输出具体的字形，大脑对文字字

形的主观性记忆越来越懒惰，渐渐对字形缺乏明确的认知性，往往出现使用同音字来替换不

会写的字的情况，近年来网络中流行的新型词语很大一部份是“音对形不对”的词，更让人

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敲击键盘时并不认为自己敲出字中有错别字，用手书写汉字时，

提笔忘字，错字连篇，并以发音“正确”为正确，成为了新一代的文盲。随着使用汉字输入

法的青少年队伍的剧增，加强巩固字形的教育尤为重要。形码输入法则强调的是使用这个字

之前先有字形的正确认知，才能输入，大脑对字形的主观能动性强，错字的概率较小。如果

考虑汉语文字的长远发展，形码输入法对数字信息时代的汉语文字发展将会具有积极的促进

意义。其二、《纵横输入法》形码有别于五笔输入法复杂的形码分类，从量的方面讲，《纵横

输入法》形码数量远小于五笔输入法复杂的形码数量，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学生或者

学习者对于输入法学习的难度，从另一个方面讲，少量的《纵横输入法》形码所组成的汉字

的录入速度也随之大大提高。 

2. 第二阶段 

《纵横输入法》的教学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践练习阶段，以下，我浅谈几个教学存

在的问题： 

（1）思想重视 

重视思想教育。纵横输入法字型虽然具有重码率低、录入速度快的特点，但是同时它也

具有入门难，学习起来枯燥，需要记忆形码等缺点，这对于刚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教学的不断普及，许多学生在进入高职院校之前都

已接触过计算机，但 90%以上的学生却选择入门较为简单的拼音输入法，一旦养成习惯，较

难改变，这给我们高职院校计算机教师的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有的学生将计算机课程看

作是游戏课，所以心里只有玩的概念而没有练的思想。鉴于上述几点原因，要求教师在教授

纵横输入法之前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以及要想掌握一门技能



 

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在以后的教育中还要适时地向学生灌输要想成为纵横输入法的熟练操

作者，必须经过持久地、扎实地刻苦训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思想

要贯穿学生学习纵横输入法的整个过程。是学生能否学好纵横输入法的思想保障。 

（2）指法练习 

从单字输入开始，重视指法练习，正确的坐姿、标准的指法是提高汉字录入的基础。但

从目前刚步入高职院校的学生情况来看，许多学生只一味寻求“快”字，以致出现了“眼不离

键盘”现象，也就是每次录入一个字母时必须先用眼睛找出字母所在的位置，然后再击键。

这一现象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录入速度的提高，因此要求教师首先指出学生中的这种错误现

象，然后对学生实行理论传授、教师示范、上机操作、逐一纠正等教学过程，对于养成阶段

出现的不良姿势教师要时刻提醒，逐一指出，此过程大约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一个

月的时间里，教师可以通过纵横输入法教材自带的学习软件进行训练，从最简单的单汉字输

入开始，从基本键的练习开始，让学生由浅入深地先学习汉字的录入，通过单汉字的输入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指法的要领，熟悉了键盘的操作，这是能否学好纵横输入法的实践基

础。由于这一过程是为今后的纵横输入法汉字录入打基础的，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

用，但同时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存在，这一过程也常常被教师与学生忽略，实践证明，在

这一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标准指法进行练习，并能持之以恒地操作训练的学生，也能较快地

掌握纵横输入法。至于纵横输入法单个汉字输入的教学时间具体需要多长，从笔者的教学实

践来看，通常当学生每分钟的单汉字的录入速度达到 35 个字符时方可进入到词组字型的教

学录入练习。 

（3）录入延伸 

教学过程的重视，单字及词组延伸到文章练习。很多计算机教师在讲完理论以后，总有

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盲目地认为剩下的时间就是学生练习的时间了，学生练习的数量越

多越好，不再对学生的练习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我在教学中也犯过这种错误。后来在对学生

测试中，发现有些平时练习比较认真的学生，其测试成绩并不理想。发现问题后，我对这种

现象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了这些学生打字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练习时，一篇文章只练

一遍造成的。这样，虽然他们练习的篇数比较多，但对每一个字来说，重复练习的次数大大

减少，不能得到有效的巩固。从而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解决办法是在学生训练的过程中，

要求学生对每一篇文稿要反复练习，直到这篇文稿的练习速度达每分钟 50个汉字左右，方

可换其他文稿练习。另外对该篇文章中的发现的生疏字，也要叫学生再专门练习几遍。 

（4）激发兴趣 



 

强调学生练习，也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只有有了兴趣才能形成强烈的求知

欲，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纵横输入法汉字的输入练习也是如此。然而，一些计算机教师对这

个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一味地让学生练习。结果，学生由于长期进行机械式练习，脑子已

经处于“亚思考”状态。失去了求知的兴趣。结果是学生利用纵横输入法输入汉字的速度迟迟

提高不上去。激发学生兴趣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方法，对学生进行有关“纵横输入法的发

明史”介绍。让学生了解纵横输入法发明的艰苦历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及练习该输入法

的动机。第二个方法，举行定期的录入比赛。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有较强的自尊心与好强心。

因此，定期比赛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本学科的兴趣，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公开表扬及一定的

物质奖励。比赛最好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举行拆字比赛，由于拆字是输入汉字的基础，

拆字的快慢直接决定输入汉字的快慢，因此，拆字比赛一定不能省略；第二阶段举行上机输

入比赛。我院已经连续连年在电子信息系计算机教研室的组织下进行全院规模的纵横输入法

比赛，并给学生颁发证书，以资鼓励，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纵横输入

法汉字的录入速度与水平。 

总之，计算机教师在进行纵横输入法的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才能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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