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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纵横信息数字化教学，促进聋生身心发展 

张震宇  太原市聋人学校   

【论文摘要】纵横信息数字化项目的开展，为聋生发展自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本文就纵横

信息数字化活动对聋生身心发展的现实意义与前景展望作一阐述和分析，就聋生纵横码学习过程中

关键点与处理措施与各位老师作一探讨。 

【关键词】纵横信息数字化 聋人教育 

     

2009 年 12 月，我赴北京军区幼儿园，首次接触了纵横信息数字化项目，观看了北京军区政治部

幼儿园的开展纵横信息数字化活动。看着孩子活泼可爱的样子，看着他们沉缅于纵横码的学习中，

寓教于乐，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深受触动。 

当时我就想，在实施全纳教育的今天，纵横信息数字化能为我们的聋生孩子们带来什么呢？对

孩子的发展有什么良好的作用呢？  

一、纵横信息数字化项目的开展对聋生有重大意义 

1、作为形码，纵横对聋生有着无以伦比的优势 

汉字输入法分形码、音码、音形混合码几种，早期作为形码的五笔独霸天下，但难以熟练掌握

的缺点限制了它的发展，没多久就被智能 ABC、搜狗拼音等音码输入法后来居上，失去了主流地位。

但不要忘了这个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聋人学生。聋人学生因生理障碍，不熟悉汉字的发音，

在以音码为主流的输入法世界中，他们显得很无助。 

虽然聋校将语文课程放在首要位置，在汉字的认读上下了大量的功夫，聋人学生特别是重听学

生，汉字的拼音掌握上仍是弱项。在日常的课程中，学生不时上来问某个字的拼音如何写，他们对

音码的使用显得很笨掘。 

五笔对健全人学起来都很难，对聋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但现在我要感谢周老先生发明的纵横

码，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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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纵横码对汉字字型的甄别有益于聋生对汉字的掌握 

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看到聋生写出一个个很奇怪的汉字，这说明他们平时对汉字结构缺乏

观察，对书写的掌握极不扎实，不够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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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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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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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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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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的纵横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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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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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聋生智力。 

二、攻坚克难，积极实施纵横码基础教学 

1、教学实施计划 

在学习之后，我很快在所任年级课时中抽出一些课时，进行纵横码基础教学，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纵横码的熟练掌握是开展其它纵横信息数字化活动的基础。我认为纵横码的基础教学主要分

以下阶段。 

（1）小键盘练习 

（2）字形码、彩色字的练习 

（3）单字录入练习及词汇、简码录入练习 

（4）整句录入、分词训练 

（5）实际应用训练 

2、具体实施策略 

（1）小键盘训练分前期和后期，循序渐进。 

前期学生只做基本小键盘训练，严格按指法要求操作，改掉学生一些不良的操作习惯，在这个

时期防止出现一指禅等错误指法习惯。到后期学生习惯了基本指法后，开始允许学生用小键盘游戏

来练习，增加指法灵活性。 

在后期我还采用多种形式增加训练的乐趣，采取了以赛代练，开发了网络版课件，供学生连网

对抗，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字键盘指法的练习效果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录入速度，在进入字形码、单字、词汇、文章录

入阶段后，我仍要求学生每次来先练习几分钟数字键盘，发现这样做学生一次比一次有时显地进步。 

（2）理论结合实践、夯实字形码掌握程度。 

在字形码、彩色字的训练中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学习： 

①在要求学生熟记口诀的基础上，利用教学软件使学生不断熟悉字形码； 

②结合部首，对部分难拆的字形码进行集中分析，如病字旁一般按先点后横编码为 31 等。 

③重视拆字原则教学，针对几种常见的拆字原则，如取大优先等，多举范例帮助学生熟练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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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码拆字法。 

（3）强化练习单字、简码、词汇训练 

强化练习单字、简码、词汇训练是能顺畅进行文章录入的基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①不足四码汉字的录入是难点，学生拆不出的很多是这类字，对后面的词汇录入也有影响。 

②简码是日后加快打字速度的捷径，简码都是最常用汉字及词汇，在教学中我有意要求学习能

力较强聋生强记其中出现的常用汉字与词汇，加快打字速度。 

（4）以分词训练为契机，强化学生对词汇的认知，注重词义的解释。（特色活动设计） 

如前所述，聋人所掌握的词汇量偏少，通过纵横分词训练可以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词汇，这里

我将纵横码分词训练和中科院计算研究所开发的《幸福快车手语软件》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掌握更多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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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学生导入文章，划分好词汇，然后再利用中国手语软件自动翻译，在学生掌握词汇划分、

基本词义及文章内容后，进行分词录入训练，强化词汇掌握程度，最后复述本课内容。 

本项教学活动完美地融合了我校目前参与的两项教学科研任务，是聋人学习词汇，增加词汇量

的，增强信息刺激的有效手段。 

（5）学以致用，在生活中使用纵横码。 

纵横码学习最大的困难是在最终学习效果形成前，聋人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在教学设计中，

我注意设计此项训练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 

比如数字键盘的练习时，设计了填写个人资料表格的任务，在出生日期、身份证的填写时，学

生感受到了极速录入带来的快感。 

再有学生上台问我某个汉字拼音怎么打时，我就让他用纵横码直接打出来，不用再求人了，在

每个教室都装上纵横码，指导学生在日常生活用纵横码去聊天，去发邮件去，写日记。 

只有让学生在使用中看到纵横码带来的好处，我们才能真正让他们快快乐乐用纵横码，享受纵

横信息化带来的快乐感。 

3、推广纵横信息数字活动的策略 

（1）创造学习纵横码的氛围，学习纵横文化。 

在任课班级我们分发与张贴了纵横码彩页，在班级计算机上安装了纵横输入法，在校园网站上

链接了纵横数字信息化的有关网站。 

（2）选拔苗子，以点带面促进纵横码教学。 

纵横码教学的最大困难在于它是非教学必修课程，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统一，在最终学习效果不

彰显时，选择部分兴趣足，学习效果彰显的苗子，集中训练与培训，迅速显示出教学成果，带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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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聋生参与进来是一个好的策略 

三、下一步开展活动的设想 

纵横信息数字化活动的开展早已超越了输入法教学的范畴，以有益使用者身心发展的目标发展

为目标，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聋人特殊教育中，纵横码也有其优势所在，其辅助认知字形、

强化词汇识记及强撼的录入速度都有可利用之处。 

（1）尝试指导学生以录入方式阅读，结合《幸福快车中国手语》软件，加快学生阅读速度，增

强学生阅读量，强化学生信息刺激。 

（2）扩大课题主成员范围，向语文课引入纵横信息化数字化教学模式，增强学生对字形的认识，

对词汇的掌握。 

（3）在形成一定成果的基础上，组织参与大型活动，激发更多的学生学习纵横码，扩大纵横信

息数字化的推广效果。 

（4）在纵横信息数字化取得坚实成果，极大强化学生词汇量、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开展自主作

文写作训练，彻底攻克聋人写作难的现实状况。 

如今的教育是全纳教育，特殊教育也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纵横数字信息化已经在祖国各

地生根发芽，相信她在特殊教育这块沃土上也一定能绽放出特色之花，为聋生的身心发展提供更多

的手段，为聋生的生存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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