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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畅游在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中 

李小娟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东园学校     

【论文摘要】纵横信息数字化，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便易学的汉字录入方法，还为学生学

习语文带来了丰富资源。在实践中，我发现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语

文素养。那么，如何利用纵横信息来学习语文呢？纵横码的介入，超越了传统的学校课堂和课本的

框框，为我们的识字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不仅能帮助孩子早识字，还能帮助孩子“正确地书写汉字”； 

利用纵横码软件中的分词练习和词语接龙练习,开展语文的词汇学习课外活动,寓教于乐,不仅能提

高学生词汇量,还能增加其语言积累；利用纵横码不仅能激发学生作文兴趣，还能促使学生养成修改

作文的习惯，学会表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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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信息数字化，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便易学的汉字录入方法，还为学生学习语文带来了

丰富资源。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参加实验以来，我更关注的是纵横信息数字化对学生语文学习的功

能。在实践中，我发现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正如小语会

理事长崔峦老师所言：“纵横码在帮助各级各类的人，小到幼童，大到老年大学的老年人，从普通人

到聋哑人，都能够利用这个工具更好地学习语文。”那么，如何利用纵横信息数字化来学习语文呢？ 

一、利用纵横码增效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小学阶段一切知识学习的基础，也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更是小学

低年级语文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但是，目前的传统教学由于课时的限制，教学节奏紧凑，复习巩固

时间少，识字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而纵横码的介入，超越了传统的学校课堂和课本的框框，为我

们的识字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不仅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率，而且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都说我们的孩子是各国孩子中阅读量最少的、进入阅读最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识字，

不识字就不能读书，是识字拖了儿童阅读的后腿，所以我们国家儿童进入阅读，要比发达国家迟很

多。利用纵横码，就能辅助解决儿童尽早、尽快、尽可能多识字的问题，就可以让孩子提前进入阅

读期。比如，幼儿阶段在游戏当中、在活动当中，利用纵横码来识汉字，学词语。这样的话，学过

纵横码，利用它识字学词的小朋友，进入小学的第一天，即使没有学会一个拼音，也能端起书本来

阅读。 

纵横码有仅能帮助孩子早识字，还能帮助孩子“正确地书写汉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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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句纵横码输入口诀读起来琅琅上口，在教学中既

方便老师教学，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学生熟悉纵横码口诀之后，通过在各种游戏中的练习，

学生在无意之中就会记住很多生字，使识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让学生进行听打二年级第四册《回声》一课的生字，将“藏、投、波、荡”几个生字窜于句中

让学生听打句子“小兔子把藏在口袋里的石子扔进水里，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把生字巧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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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句子中，让学生听打，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传统枯燥乏味的生字词听写变得生动、有趣，把生

字放到句子中更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字义，达到让学生进一步识记的目的。 

对学生容易混淆的部分笔形进行重点讲解，如“纟”旁的上部笔形是一个斜竖，帮助学生认识：

凡是没有撇尖的撇都纳入代码 2 的范围。这类偏旁或字还有：巛、发、乡、厶、参等，它们的左上

角的笔形都是斜竖。通过这样详细的讲解，学生学起来比较清晰，取码也取得准确了。另外通过拆

分、编码，突破了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多笔少画的难点。如“琴”字，许多学生容易多写了一点，又如“徽”

字，许多学生又容易写少一横，通过拆分、编码，可以帮助学生纠正多笔少画的现象，尽快做到正

确书写所学汉字。将语文教学中依照汉字的字形结构和纵横码的笔形代码、取码规则进行比较教学，

在对比中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率,因为大多在游戏中进行，学生对这种识字方式非常感兴趣。而利用

多种方法帮助学生识字写字也是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提出的要求之一。 

二、运用纵横码增加语言积累 

新课改实施以来，我们中小学生掌握的词汇量，不仅没有增加，而且比以前减少了。而运用纵

横码则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增加其语言积累。 

词组在纵横输入法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它提供了易学及快速的特点，给使用者极大的方便。

在一篇文章中，大致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单字是联合成词组的，其中有二字词组、三字词

组、四字词组及多字词组，如果我们将输入的方法，以词组为主，这将大大的加快输入的速度。例

如学生在练习《富饶的西沙群岛》这篇文章的输入时，懂得将“西沙群岛”看作是一个四字词组，用

编码“163107”来表示。在学“折”字时，学生在小组讨论中把“折”字能组的词，如“曲折、折纸、折叠、

折断、折服、折福、对折、折扣、折半、折变、折尺、折中、折射”等全都打了出来，看到一个字可

能组成这么多的词，他们在惊讶汉字的神奇之时，也更喜欢这种学习方式。还有很多学生高兴地告

诉老师，学习了纵横码之后，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词组，比如成群结队、物产丰富、千奇百怪、五光

十色、火辣、亮泽、凌乱、嫩绿、浓密、惋惜等。 

我们还通过让孩子们录入已经记住的好词佳句、儿歌、古诗，复习巩固识的字、学的词，通过“选

打”自己感兴趣、喜欢的词语，“看打”认读各种各样的文章，增强其对各类词语的敏感度，在学习运

用当中积累语言。 

将纵横码中的基础知识融合到各种趣味性语言学习场景中，通过形象生动的 PPT 课件和 Flash

课件，利用纵横码软件中的分词练习和词语接龙练习,开展语文的词汇学习课外活动,寓教于乐,极大的

提高学生词汇量,，增加了语言积累。 

三、利用纵横码促进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大多学生一提起作文就头疼，

真是“语文教学，难在作文”。 传统的作文训练不注重情境的创设,因而写作训练过于呆板、无趣味性,

不能吸引学生,学生也就不会乐意去写.。这是因为小学生受年龄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制约，他们的写作

往往需要教师提供一定的情境，需要老师的指导帮助等外部条件促使他们写出更好的作文，以增强

学生写作的兴趣。创设情境的方法很多，而纵横码中的看图作文就是其中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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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申基斯说过：“儿童是用形象、声音、色彩和感觉来思维的。”看图作文具有图、文、声、色

并茂，并有活动影像的特点，能为学生创设作文情境，学生在形象、声音和情感的刺激下，自然会

愉快地观察、想象、表达，轻松写作，自然不会再害怕作文。除了看图作文，我也鼓励孩子利用纵

横码的录用方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尝试中，他们竟慢慢喜欢

上的作文。 

利用纵横码不仅能激发学生作文兴趣，还能促使学生养成修改作文的习惯。我国自古就有“文不

厌改”之说。新课程标准也对作文教学提出“培养学生修改作文的能力”这一要求。然而在平时的作文

训练中，虽然老师反复强调要求他们先写好草稿，进行修改后才能抄入作文本之中，但因嫌麻烦，

能按要求做的学生少之又少，。学习纵横码之后，学生输入汉字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于是我让学生直

接在电脑上写作文，写完后利用纵横码进行修改。因为这种形式新鲜有趣，学生不仅愿意不厌其烦

的修改，而且在不断的修改中语言也更加丰富多彩。 

此外，我还在 QQ 上建立了自己班级的 Q 群，利用节假日上网与同学们聊天，因为学生使用的

都是纵横码，或许因为纵横码的词语联想功能，我发现他们说起话来用词越来越恰当，也越来越会

表情达意了。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感到我们的学生在使用纵横码时，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语文资源，更在游

戏中、活动中，潜移默化地促进了语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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