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学习，让中华文化在指尖上飞扬

纵横学习    经典品读  文化传承   底蕴积淀   综合素养

1、经典品读，陶冶道德情操

江苏省海安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许学工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中，我们注重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提升学生语文信息素养，时时

唤醒学生创造的灵性，感悟华夏文化的魅力，拨动心中诗意的琴弦，健全人格魅力，提高文化品位，

使他们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探索性、合作性得到进一步增强，让中华文化在指尖上飞

扬⋯⋯

摘要：

关键词：

汉字是中国优秀文化的载体，是世界上最典雅的文字，且是唯一的由古代演变过来从未间断，

而传承下来的文字形式。香港著名爱国实业家、香港苏浙沪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周忠继先生根据汉

字的方块特点，遵循了汉字认知规律，利用数字键盘上的 0-9 编码，将数码与形码有机结合，发明

和推广了纵横汉字输入法，将最古老的文字，以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呈现出来，彰显了汉文化的独特

魅力。

自从 2006 年，纵横汉字输入法走进我们海师附小以来，就如同磁石一般，牢牢吸引着孩子们，

一批批的小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在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纵横数码在线和移动创新

学习等一系列实验课题中，孩子们登上了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接触到更加丰富的学习内容，练习

形式更新颖多样了，还结识了更多知心朋友，让我们的纵横学习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十年来，学生们徜徉在纵横天地间，足迹遍布课堂内外，行走大江南北，先后赴香港、广州、

北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等地比赛和展示。一路走来，深深浅浅的脚印，见证了孩子们的成

长，点点滴滴的成绩，细说着孩子们的付出。

那么，在纵横学习中，怎样才能让学生快乐、高效、持久地投入学习，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

积淀丰厚的语文素养呢？多年的教学研究实验，让我们明白“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

现将我们如何“借助纵横学习系统，传承灿烂的华夏文化，提升学生语文信息素养”的点滴体会与

大家分享。    

著名语文教育学家、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课题组顾问欧阳代娜老师曾经这样评价：纵横信

息数字化学习研究，它是打开母语教学改革总枢纽的一把钥匙。如今网络数字化的信息时代，为每

个人提供了学习与创新的机会；正是源于这个理念，我们在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实验中，运用名篇

品读、词语接龙、看图写话等形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



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

向。”

经典名篇古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天下为公”的理念；“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道德原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经典诗词中的圣贤先哲，其至德至言，虽经过岁月的淘洗，至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唇齿留香⋯⋯这

一切，对学生的启示是无声的、潜移默化的，都将成为孩子建立人生信念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让他们受益终生，真可谓“诗句指尖飞，精华心中留”。

因此，我们在纵横阅读学习中，构建了“经典品读”模式，将那些用最精粹的语言写成的古诗，

让孩子们看打、想打、默打⋯⋯反复推敲品味，理解其思想内涵和写作艺术，充分汲取精华，得以

浸润，在潜移默化中丰富自己的语言，修炼了语文素养；在赏读的过程中，学生动手操作的潜能得

到最大化的开发，发展了创新思维，增强了合作意识，他们能熟练地打开浏览网页、下载资料，及

时地收发电子邮件，编辑精美文档⋯⋯

针对当前大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个人利益第一，对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团结友爱、孝敬父

母意识淡薄，于是在学生纵横学习中，挑选《三字经》中的相关内容，指导诵读。孩子们在“子不

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融四岁，能让梨”、“如囊萤，如映雪”的诵读声中，我再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学生讨论，对照自己寻找差距，辨别自己行为的对与错，应该如何做，为

什么这样做，今后应该怎样做，让学生自己领悟，创造出良好氛围，深化养成。渐渐地，家长们开

心地告诉我：“我家孩子最近懂事多了。”看到学生爱学习、守纪律、尊师长、敬同学了，我也很

欣慰呢！

纵横在线阅读活动中，名篇“看打”时，熟记着《弟子规》，咀嚼着《论语》，更懂得尊老爱幼、

文明礼仪；名篇“选打”时，吟诵着《望庐山瀑布》、《岳阳楼记》，产生无限遐想，领略祖国山河

的雄伟壮丽，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了；名篇赏读时，聆听悠扬的琴声，观看视频《春江花月夜》，

孩子们仿佛走进梦幻世界，陶醉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中。

实验中，我们创设了“在线阅读比较法”、“经典古诗品读法”等学习模式，  阅读中比较，比

较中收获。使学生的脑海中烙上了热爱祖国、勤奋好学、孝敬父母的印迹；在阅读中提高理解能力，

在摘录中强化认知效果，在生生和师生的交流互动中感悟，在输入练习和阅读练习中巩固，在课后

整理和创新中升华。这样，不仅对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学习热情，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更提

升了语文、信息等综合素养。

   

成语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库的瑰宝。它语言生动凝练，内

涵丰富，蕴藏着深刻的哲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读来琅琅上口，是我们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语

2、词语接龙，积淀文化底蕴



言元素。并且，如果运用成语模糊声母首写字母查找四字成语，就能很快找到该成语，大大地提高

了计算机文字输入的速度，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让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在现代信息科技传

播中独领风骚！所以说学习成语是学生的必备课程。那么如何让学生们快捷地掌握更多的成语呢？

词语接龙游戏无疑是一种最佳方式。

词语接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字游戏。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还是体

现我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一个缩影，是老少皆宜的民间文化娱乐活动，有利于促进成语的学习与

传承。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在周忠继先生的倡导下，经苏州大学纵横码研究所的开发，设计了一款

“词语接龙”软件，直接在电脑上操作，有系统间隔出词和系统仅出首词两种出词方式，为学习者

积累成语打造了一个高效的平台。

练习“词语接龙”时，学生们不仅能独立练习，也能同伴竞技，极大地增强了大家对成语学习

的兴趣。为了增加学生们的成语储备量，我指导他们登录在线成语词典，收集常用的成语，首字相

同的成语至少掌握五个以上，并且要理解其含义，能恰当运用。当孩子们打开那成语词典的网站时，

一个个都惊呆了，连连赞叹：“哇！这么多成语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真是太丰富了啊！”看到

他们流连于浩如烟海的成语中，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真的好感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后继有

人啊！现如今，孩子们的“记忆仓库”里储存的成语不少于 3000 个，识字量增加了，词汇丰富了，

阅读速度加快了，5 分钟能输入 600 多个成语的速度，让家长们也自愧不如。孩子们刷新着一个个

全国纪录，也享受着一次次成功的喜悦。

成语故事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凝聚，也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精神的氛围

中，我们充分利用纵横学习中的“词语接龙”软件，开展成语教学，使我国这一文学宝库里的璀灿

明珠代代相传，享誉世界，发挥着它更大的作用！

古人云：为文之道在于厚积而薄发。小学生在诵读了大量的经典名篇，熟记了巨量的成语之后，

实现着“量”的积累，从而拥有了更多的写作素材，实现 “质”的飞跃，真正达到“我手写我心”

的境界。由秘书长林小苹老师提出，周忠继先生大力支持，苏州大学纵横研究所研发的“看图作文”

软件，建立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撑之上，正是应合了孩子们的这一需求，使得那些远离学生现

3、看图作文，修炼文学内功



实生活的人、事、物，鲜活地呈现在面前，拉近了时空距离，更具动感地冲击学生的眼球，激发起

写作兴趣。

在纵横学习的“看图作文”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合适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兴

趣特长，将他们按高、低两个年级段来分，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利用网络资源，收集资料，

积累写作素材。自从学生掌握了“看图作文”软件的使用方法后，我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他们

的创新意识，指导他们上网搜索相关主题的精美图

片，优美词句、片断，制作成电子素材库；尤其是

美仑美奂的诗配画，更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

材，引领着他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提高了习作能力，

写出个性飞扬的文章来。虽说学生的写话还欠斟

酌、推敲，但正是有了这些稚嫩的作品，才有日后

的精品。

附：                       母亲的爱（作者：安景婕）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听见一

阵朗朗的读书声，我不禁想起了这个妇孺皆知的故事⋯⋯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孟郊。有一天，他要出远门了，年迈的母亲嘱咐他早点

儿休息，自己却不辞辛苦地连夜为他缝补衣裳，皎白的月光透过窗棂洒落下来，在微弱的油灯下，

只见母亲弯着身子，一针针，一线线，密密地缝着，那身影倒映在墙壁上，仿佛一幅美丽的剪影。

这一针一线中都包含着浓浓的母爱啊！母亲眼眶里饱含着的泪水，直打着转儿，她真舍不得孩子离

开自己啊！

第二天早上，孟郊临走前，母亲叮嘱了几句，孟郊便头也不回地走了。穿着母亲熬夜为自己缝

的衣服，心中感激不尽，望见路边的小草正沐浴着太阳的光辉。他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这小草怎

能报答阳光的恩情，就像孩儿对母亲一样啊！”

回想起那年冬天，有一天我在学校上课时突然肚子疼，痛得死去活来。妈妈一接到老师的电话，

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直奔学校，十万火急般地把我送往医院。寒风凛冽，

一阵阵北风，像刀一样刮在妈妈的脸上，只见妈妈的脸和手都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可她却好像没有

感觉似的，只是关切地对我问长问短。终于到了医院，妈妈连忙把我抱起来，冲向儿科1室，经过

检查，我是患上了阑尾炎。妈妈听了脸色大变，又连忙去买药，付钱⋯⋯我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

见妈妈眼里闪烁着泪光，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用自己的脸靠在我的脸上，我的心里感动极了，情

不自禁，一串泪水从面颊上滑落⋯⋯



我想着想着，心里不禁感到一丝愧疚。回想起母亲为我付出的那么多，那么多，可我却⋯⋯我

的眼睛湿润了，母爱真伟大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妈妈对我的付出和期望！

收集实验班级与非实验班级学生看图写话文稿，我们做过横向对比。经评价、分析对比，发现

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实验班学生的作文均分比非实验班学生多出 9.6 分；并且下载资料、上传

文件等操作技能，实验班的学生也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综合素质明显优于非实验班学生。

看图作文时，我们发挥高年级段学生的学习优势，适时辅导低年级段学生，帮助他们解决看图

作文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既帮助了别人，也促进了自己综合能力的提高。根据小学生的心理和学

识特点设置了分析方法和分析条目，我们发现，实验班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无论是

从观察能力，还是从毅力和韧性方面看，纵横码实验班学生均明显优于非实验班学生。华东师大倪

文锦教授，在对我校纵横学习实验班学生的看图作文调研活动中，看到孩子们改写成散文的《游子

吟》，情真意浓；续写的《寻隐者不遇》，充满意趣，令人叫绝；见解独特的《题西林壁》观后感，

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十分欣慰，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此，打开“看图作文”软件写作文，成了孩子们最喜爱的项目了；他们不断修炼着自身的文

学内功，看着精美图片，15 分钟写成 1000 多字的作文已成新常态。

“拘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一路采撷，一路芬芳。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中，我们注重传承

与发展中华文化、提升学生语文信息素养，将经典品读、词语接龙、看图作文三种方式，紧密融合



在一起，时时唤醒学生创造的灵性，感悟华夏文化的魅力，拨动心中诗意的琴弦，健全人格魅力，

提高文化品位，使他们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探索性、合作性得到进一步增强，让中华

文化在指尖上飞扬!

经典名篇、成语故事都是中国民族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感谢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这么

多宝贵财富；而纵横码的问世，是当今信息时代的一次创新，感谢周忠继先生，让古老的中国文化

与现代信息科技，完美结合于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之中，孩子们通过经典名篇赏读、成语积累，感

受中华优秀经典文化的深邃意韵，品味字里行间的流光溢彩，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与智者畅谈，

与未来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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