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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  全面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 

创新举措  推进全民数字化学习进程  

太原市教育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宏伟蓝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太原市委、市政

府审时度势，把建设学习型城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 放的全过程。2012 年，太原市正式出台了全

国省会城市第一部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太原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建设工作迈入法制化运行轨道。

工作推进过程中，太原市不断强化全民终身学习服务意识，形成了持续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工作理念，

紧紧抓住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这一有效抓手，依托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大讲堂和天天课堂等

有效载体，积极稳妥地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使太原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跻身全国先

进行列。 

一、深化认识，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推广纳入学习型城市建设 

2008 年 10 月，以市委、市政府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为肇始，“纵横汉字输入法”正式成为太

原市民终身学习的一项内容。市创建办下发《关于举办“纵横汉字输入法”师资培训班的通知》，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 展培训，投入师资 300 多人，培训市民 3 万余人。该输入法以其简便、易学、好记、灵活的

操作方式，解决了残疾人和中、老年市民在数字化学习中的汉字输入难题，赢得了他们的喜爱。 

2010 年，纵横汉字输入法学习再掀热潮。3 月份，在市创建办的统一协调下，来自全市十个县（市、

区）、各部门、企业、农村、社区、学校等 80 多个单位包括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200 多人参加了学

习培训。培训一方面是为了选拔参加全国比赛的选手，更重要的是为全市师资骨干搭建一个学习交流的平

台，旨在通过培训交流，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的业务素质，为全面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加快全市计算机

使用的普及率和居民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奠定基础。8 月，我市选派 37 名选手参加了青年组、中年组、老年

组、农民中年组、农民老年组、智障组、残疾组、聋哑组、小学生组、中学生组、职校组、大学生组、教

师组等 13 个组别的比赛（全国唯一参加全部项目比赛的城市），取得 1 名一等奖、3 名二等奖、7 名三等

奖、21 名优秀奖的好成绩；市创建办公室撰写的论文《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加快创建学习型城市步伐》

还获得了论文一等奖的第一名。为此，我市荣获了“汉字输入比赛优秀组织奖”和“论文评选优秀组织奖”。 

随着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教育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数字化社区建设的政策

措施，不断鼓励市民 展数字化学习。市创建办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积极利用“纵横汉字输入法”这

一有效抓手，适时加快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2012 年，太原市创建学习型城市领导组办

公室相继举办培训会、座谈会、经验交流会，不断总结提炼推广普及的经验与模式，培养了一批推广典型

单位，通过典型引领，不断扩大纵横汉字输入法的知晓度和影响度，激发广大市民学习的内在动力。7 月

29 日举行的全国大赛上，我市选拔出的 29 名选手参加了老年组、中年组、青年组、残疾组、聋哑组、智

障组、小学生一组、小学生二组、中学生组、职校组等 10 个组别的比赛（全国唯一参加全部项目比赛的

城市）。在“选手个人奖”中，获 1 名特等奖、1 名一等奖、6 名二等奖以及 21 名三等奖；在“分组团体

奖”取得 1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的好成绩；市终社办撰写的论文《全方位、多层次推广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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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汉字输入法——加快学习型城市信息化建设》获得了论文一等奖；张震宇同志撰写的《应用纵横信息数

字化教学，促进聋生身心发展》获得了二等奖；张效荣、刘秀娥、王珍娥同志的论文分别获得了三等奖。

8 月 5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太原市在会议上进行了工作汇报和学术交流，扎实的成绩得

到了教育部及中国成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 

二、扎实推进，将“纵横汉字输入法”由重点推广转向普及发展 

2008 年至今，太原市持续 展“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七年来实现了由重点推广向全面普及的重大

转变，共培训人数达八万余人次。工作过程中，一是通过完善机制，搭建了覆盖全市的全面普及网络；二

是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逐步扩大全面普及的范围；三是强化科研，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几年

来全市涌现出一大批积极普及、广泛发动、效果显著的县（市、区）、企业、社区、农村等先进单位；涌

现出了一大批热心钻研、勇于探索、善于总结成功教学经验的教师骨干；涌现出了一大批渴望学习、不断

进取、积极向上的市民群体；涌现出了一大批身残志坚、顽强不息、不甘沉沦的残疾朋友；更涌现出了一

大批高墙内发奋学习、改变命运、自食其力的犯罪人员……他们以真诚的学习实践和高涨的学习热情展示

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巨大生命活力。 

1、完善机制，搭建全面普及网络 

在全面普及过程中，太原市注重体制机制建设，确保普及工作落地生根，扎实有效。几年来形成了完

善的指导服务机制、总结通报机制以及考核激励机制，极大地推进了普及工作。首先，形成了以太原市创

建学习型城市领导组办公室、太原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领导组办公室组成的指导服务队伍，前者对此项

工作行政发动，而后者 展具体业务服务，定期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目前，全市 10 个县（市、区）全部

展培训工作，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普及网络体系。迎泽区依托社区学院为区域内中老年群

体提供培训指导服务，形成了健全的服务体系，满足了广大居民“老有所学”的渴望；清徐县、晋源区、

阳曲县等农业县区，依托设施完善的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展培训工作，带动了广大农民学习的积极性；

小店区则通过成立推广普及领导组，组建管理教学专职队伍，做好区级、街道(乡镇)、社区三级培训，加

强宣传等方式，确保工作顺利 展，做到了培训重技巧、宣传重全员，形成了“老、中、青、少、幼”共

同参与的良好局面。其次，建立了以赛促学的考核激励机制，首先是各单位每周练习比赛，以赛代练；市

里每月组织模拟比赛、然后全市举行预赛和正式比赛的方法。通过组织全市大赛，表彰奖励工作成绩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并 终选拔出参加全国比赛的选手。第三，全市通过工作会议动态报道和赛事动态报道，

将全市的工作进展、比赛情况及各地的经验技巧进行及时总结、及时通报，起到了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全面推进的作用。 

2、以点带面，扩大全面普及范围 

太原市在 展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工作中，一方面注重全体市民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关注特殊人

群参与的关爱性；同时特别注重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展示典型，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以点带面，

逐步扩大全面普及的范围。 

太原市老年大学借助每月 展的“全民终身学习大讲堂”，举办了“纵横汉字输入法”系列培训，既

丰富了大讲堂内容，又扩大了“纵横汉字输入法”影响。参加学习的学员大都是各行业退休人员，他们听

课认真、记录详细，高涨的学习热情令人感动。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的退休工程师于爱琴，今年 75 岁，对

电脑几乎一无所知，但她的学习态度极为认真，每次的学习笔记都能写满两大张 A4 纸，并每天坚持练习，

输入速度也慢慢地在提高，成为其他学员学习的榜样。 

太原市华夏成功心理培训学校是专门从事残疾人职业素质及职业技能培训的教育机构，多年来一直对

“纵横汉字输入法”推广普及大力支持。专门成立普及领导组，配备专职讲师，持续 展培训班 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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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学员近 3000 人次。2010 年、2012 年均选派学员参加了全国大赛，并取得了优秀成绩，为太原市在全

国特殊组比赛中取得了荣誉。目前，该学校已申请成立太原市残疾人纵横输入法培训基地，在全市残疾人

范围内 展普及培训，帮助残疾人真正掌握一项安身立命的技能。 

山西现代双语学校把 展“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与校外素质教育相结合。在学校里，孩子们学习积

极性高涨，学校动员学生回家后同家长一起练习，这种互动、互帮、互学的方式让学习氛围由校园延伸到

家庭，形成了家校联动、共同学习的好经验和新模式。 

太原第一监狱，首次把“纵横汉字输入法”“输入”高墙，劳改系统也加入到了“纵横汉字输入法”

的普及推广队伍中，向在押服刑人员传授该输入法，并将其作为服刑人员的技能培训项目和必学课程。在

干警的指导下，参加培训的服刑人员坚持练习，很快就掌握了纵横码的笔形代码、字词取码规则、输入系

统软件操作等技术要领。对服刑人员的培训，监狱进行了全程录像。太原一监还将适时组织服刑人员 展

输入竞赛，以调动服刑人员学习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学到一技之长，增强出狱后就业谋生的本领。这是太

原市普及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又一成功实践。 

3、强化科研，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 

太原市注重“纵横汉字输入法”教育教学研究，每次赛事之后，我们都要组织各教学点的教师进行研

讨，就如何提高教学效果、打字速度展 讨论，进行经验交流，鼓励他们 发教学软件，编写讲义，方便

特殊群体，满足不同学员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古交市职业中学的张效荣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钻研思考，总结出掌握纵横汉字码必过的四关：小

键盘关、笔形代码关、单字编码关、词组编码关；她还认真分析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编码，总结出汉字常

用偏旁部首的纵横编码，编印了高频字和高频词的表格，方便学生记忆，大大地提高了录入速度，为学生

进行单字编码扫清了障碍；她还总结出了快速提高的公式是：认真的态度+科学地训练+一定的技巧=好的

成绩。经过培训，不但她本人达到了每 5 分钟 583 字的速度，她的学员也在全国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太原市聋人学校教师张震宇在教学工作中创造性地把“纵横汉字输入法”推广到聋哑学员群体中，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在教学中总结出聋人学生学习“纵横输入法”的四大优势：一是作为形码，纵横对

聋生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纵横码依赖字形码，仅用数字键盘，就可以解决大部分汉字的输入问题，切实

解决了聋人用形码输入汉字的问题。二是纵横码对汉字字型的甄别有益于聋生对汉字的掌握。纵横码依靠

汉字四角四个笔形码来构建汉字，使聋生在使用中不知不觉地熟悉了每个字的构成，对他们巩固汉字的掌

握有极大的意义。三是纵横码以词录入为主的使用方式能极大促进学生对汉字词组的掌握。聋人主要交流

方式是手语，但现实生活中手语的词汇量极少，他们习惯于用一些十分不贴切的同义词来代替健全人使用

的正常词汇，这样就严重限制了聋人词汇量的扩展，限制了他们区分不同信息细微差异的能力，局限了他

们的思维发展。而纵横码，以词为单位输入才能取得较高的录入速度，这一过程对聋人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通过应用纵横码录入，学生可以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词汇库，不断增加词汇量，增强他们处理所得信息的能

力。四是纵横码高速录入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取代手语，成为聋人新的学习语言的工具。手语对聋人来

说是一种简洁快速的交流工具，但轻灵飘舞手语背后是词汇量的溃乏与信息表达的差强人意，即使是手语

打得很好的人，其信息表达速度也快不到哪里去。纵横码可以达到每分钟二三百字的录入速度，其速度堪

比播音员语速，蕴含的信息刺激能极大地满足学生成长需要，长时间使用可极大地 发聋生智力。 

在总结以上四大优势的基础上，张老师潜心 发出一款适合聋人学生教学的软件，软件页面色泽鲜艳，

汉字的四个角的纵横码用青蛙来显示，生动活泼，互动教学效果明显，在教学过程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

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成绩大幅度提高。目前这套软件已经向省教科所申报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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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举措，将“纵横汉字输入法”同全民学习结合覆盖全市 

太原市通过“三个结合”即，将纵横汉字输入法同全民终身学习卡使用相结合、同全民数字化学习相

结合、同全民终身学习三大载体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该输入法的普及水平，彰显了其在学习型城市信息

化建设中的推进作用。 

1、同全民终身学习卡使用相结合，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学习热情。 

2013 年 8 月，为做好市民终身学习成果积累、认证与转换工作，使全民终身教育逐步规范化，市终社

办在全市范围内 展了“太原市全民终身学习卡”发放工作，旨在动态记录学习者的学习履历，建立完整

的个人终身学习档案，逐步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成果的转换与认证，建设学分银行，搭建终身教育

立交桥。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学习积分可以录入“学习卡”累计学分，这对全面普及起到了搭桥铺路的作用，

市级社区教育机构以及各县（市、区）举办的培训班期期爆满，广大市民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 

2、同市民数字化学习相结合，夯实数字化先行区基础性工作。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数字化学习成为了人们主要的学习方式之一，全国数字化先行区建设也成为

各地的重点工作。由于五笔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的字根、拼音记忆量很大，客观上影响了数字化学习的普

及进程。而纵横汉字输入法具有简单、便捷、单手操作的优势，方便学习和掌握，可以帮助市民更快捷地

融入了网络信息化学习时代。因此，全市 10 个县（市、区）对培训工作进行了科学规划，制定普及方案，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普及，基本形成了区域内纵横贯通的培训网络体系，夯实了数字化先行区创建的基础

性工作。 

3、同全民终身学习三大载体相结合，形成推广普及全覆盖的网络体系。 

太原市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培训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三大载体即学习周、大讲堂、天天课堂相结

合进行推广与普及，把培训工作列入每月大讲堂和每周的天天课堂，并在每年学习周期间举办全市比赛进

行展示，从而把培训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同时也通过比赛，推动了单位培训的积极性，调动了市民学习

的热情。 

目前，纵横汉字输入法已经成为太原 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成为太原市民进行数字学习

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太原市的实践充分证明，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纵横汉字输入法具有强大而蓬勃的生

命力。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纵横汉字输入法在推进全民数字化学习方面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