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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建设的好帮手 

——纵横码 

邵德玉  北京市通州区第一职业学校 

北京市通州区第一职业学校始建于 1987 年，是一所市级重点职业学校，自建校以来学校始终以

“学历教育、职业培训、服务生产”的教育办学宗旨，把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现代化新农民作

为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京郊新型农民培养先进单位”，2006 年还被认定为

北京市首批承担北京市信息网络技能培训机构。 

从 2007 年 6 月开始，第一职业学校把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与新型农民培养工作有机结合，使全

区农民的计算机技术培训通过纵横输入法有了依托，找到了便捷的途径。纵横输入法为农民打开了

通向网络世界的一扇窗，丰富了视野，开拓了知识。 

一、推广纵横输入法的背景和现状 

通州区地处北京市京东大地，是首都的东大门，全区主要以农业为主，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

随着拆迁上楼，农转非等工作的逐步深入，全区迫切需要提高现有人员的知识水平与素质。在这种

情况下，2007 年通州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学习型新城区的战略要求，给纵横码的推广工作带来的新

的发展机遇。 

在农村由于学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电脑，对电脑天然产生一

种神秘感，但是纵横输入法的学习无疑为他们学习电脑知识找到了一条捷径。在北京市老教协马叔

平会长、张定会长以及章家祥会长等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免费的教材赠与，免费的师资培训，为纵

横码的推广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搞好纵横码推广工作，便捷农民的培训，第一职业学校领导

通过与上级部门协商，自主购置了 100 台电脑，通过技能加基础的平台把培训班办到农民家门口，

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纵横汉字输入法是利用小键盘区 0 至 9 十个数字，单手操作即可把汉字输入计算机中，这种输

入法简单易学、词组丰富、操作方便，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不会汉语拼音的人群学习使用。通过改进

教学方法，农民很快接受并掌握了这种汉字输入法，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2007 年在通州区教委的支持下，第一职业学校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始在农村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

免费培训。截止 2011 年底共组织培训 145 期，共 21352 人参加了培训，产生了较好的培训和就业的

社会效果。在北京市老教协、北京市纵横推广中心举办的 2007、2009、2011 年北京市纵横汉字大奖

赛中，通州区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做法受到表彰和推广。 

自 2007～2012 年，第一职业学校认真落实通州区教委新农村农民培训实施方案，把普及计算机

知识与推广纵横码有机结合，使农民学习纵横码的热情高涨，许多农村妇女甚至 80 岁的老人都积极

参加了培训。现在不少农民已经可以应用纵横码上网，发布自己的农产品信息，真正做到了学以致

用，用以致富，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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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广纵横输入法的做法与感受 

1、领导重视，组织机构健全，保障得力 

纵横输入法的推广培训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初期就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教学

副校长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聘请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的研修员为指导教师，监督指导培训

工作的运行。领导小组详细制定培训方案，并选派教师参加了纵横码师资培训班，制定了纵横码教

学制度，把纵横码教学纳入到学生学分考核中，通过这样的措施不断提高教师的纵横教学水平。另

外，为了方便深入农村开展培训，学校专门为老师购置了 2 台笔记本电脑以便使用。 

2、营造宣传氛围，强化典型引路 

纵横码推广工作小组为了打开局面，利用休息时间，深入各村进行学习需求调研，了解村民的

学习现状，以增强工作的实效性。为了使农民能够了解纵横码，大家广开思路，群策群力，设计宣

传方案，张贴海报，同时利用参加比赛获奖的选手进行现场宣传，展示，让农民克服神秘心理，用

于加入到学习中来，逐步打消村民怕学不好计算机的顾虑。 

3、送教下乡，科学指导 

（1）热情服务 提升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有兴趣、有需要，才会去主动地学习。教学伊始，授课教师利用课件演示，

让学员形象直观地了解纵横输入法的背景和特点，并通过与其他输入法对比，使学员体会到纵横输

入法无需记忆大量字根，只要牢记 0—9 十个数字的“四句口决”，单手即可输入，激起他们学习纵横

输入法的欲望，坚定学好的信心。 

（2）计划教学 逐步推进 

由于参加培训的学员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因此我们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出适合他们的教学方

案。从零基础学起，先讲一些计算机基础操作知识做铺垫，再进入纵横输入法学习。 

指法训练是基础。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打字速度的快慢。教师给学员详细介绍了键盘的布

局和小键盘的指法之后，利用教学软件，指导学员进行正确、规范的指法练习，要求学员逐渐达到

盲打程度。 

笔形练习是关键。学习取码之前先要记住每一个数字键对应的笔形，首先是口诀的学习，给学

员逐句逐字的进行讲解，并多次强调笔形与口诀之间的关系，口诀必须熟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先带领学员背记口诀；再让学员自己边进行笔形练、边背记口诀。 

单字取码是难点。利用课件和其它软件辅助教学，通过形象化的演示和细致讲解，让学员掌握

取码规则。对于比较容易混淆的笔形和特殊字将进行重点强调，还采用了“我问你答”的培训形式，

老师和学员一起进行汉字取码的练习。大家在练习中，老师逐一进行指导，反复强调取码规则，遇

到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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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组录入是速度。丰富的词组是纵横码的一个特点，词组中的字数越多，取码越简单，输入速

度也越快。从二字词、三字词到多字词的取码规则讲解和反复练习，再到简码的学习，学员录入速

度大大提高了。在学员对词组有了理解和熟悉之后，引入文章练习。 

这样，通过指法训练——笔形练习——字、词组练习——文章训练，循序渐进，由简渐繁，由

浅入深，学员逐步适应、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引入激励机制，不定期地进行一些竞赛，以赛促学，既避免了枯燥的输

入练习，又检测了学员的学习成果，使他们体验到学习的成就感。另外，教师还注意合理使用表扬

的言辞，鼓励学员，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学好纵横码的信心。 

（3）加强联系 答疑解惑 

培训班结束，并不意味着推广培训的结束。对于参加学习的学员，我们都留有详细的档案资料。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每周都会有老师入村进行辅导，耐心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入户安装纵横输入

法的相关软件；经常通过电话联系，了解学习进展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我们热心、诚心的跟

踪服务，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赞誉。 

（4）优中选优 参赛锻炼 

参加比赛是展示成果、学习提高的极好机会，既可使他们增长见识，也使更多的人认识他们。

入村培训时，我们注意发现有学习潜力的学员，拔尖培优，组织他们参加学校、区里组织的纵横码

大赛。 

在组织选手参加比赛过程中，明确目标要求，采用平时训练与赛前集训有机结合的科学训练方

法，合理安排练习时间，因人制宜，进行学习方法指导，有效地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成绩。 

在 2007-2011 年北京市纵横汉字大赛中，我校取得了优异成绩。尤其是 2011 年的大赛，我校推

荐 15 名选手参加。其中，13 名选手包揽了职业教育的所有奖项。 

4、学以致用，成效显著 

第一职业学校在农民中推广纵横码，由于纵横码易学、易懂、易记、易会，使很多学员在短期

内从一个“一窍不通”的“电脑盲”，成了一个电脑、上网的“爱好者”，尝到了纵横码的“甜头”，纵横码

帮助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西田阳村委会工作人员张丽芳，女，47 岁。作为村委会的会计人员，一直为自己电脑技术不过

关而苦恼，尤其是会计需要电算化技术以来，自己是犯了难。学习了纵横输入法之后，自己摆脱了

依靠他人的做法，在 2011 年还被乡镇评为先进工作者。她高兴的说：“纵横输入法真是太适合我了，

现在我也能用计算机办公了，适应了时代潮流，真的感谢纵横输入法。” 

宋庄村委会村民刘蓝萍，女，53 岁。家中种植了蔬菜大棚，每年都需要自己费尽心力的去做销

售，学习了纵横输入法之后，通过网上预售，很快使自己的应季蔬菜销售一空，既解决了劳动了，

又增收。她逢人就高兴的说，纵横书输入法真是一把致富的金钥匙。 

东小营村学员高秀红，女，38 岁，个体经营户，具有初级计算机基础，在学习纵横输入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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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qq 联系自己的客户，成为乡镇有名的青年企业家。她说是纵横码让她走出了“小家”，迈向了“大

家” 

三、推广纵横输入法的建议和设想 

1、加大宣传，纵横天下 

尽管北京市及各区县教委在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人们对此的

认知度仍没有五笔、拼音等输入法高。因此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推广力度，使纵横汉字输入法能

够在人们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真正纵横天下。具体建议如下： 

2、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大力宣传纵横码 

可以通过电视、报纸、宣传栏等途径大力宣传纵横码，也可以在社区、学校、农村举办大型纵

横码讲座和演示活动，使更多的人近距离接触纵横码，感受纵横码的优势，产生学习纵横码的欲望。 

3、强化师资培养，扩大培训范围 

培训学校的师资力量和精力是有限的，仅靠他们来推广纵横码根本无法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我

们认为可以采用“以点带面”的模式进行大面积推广，使纵横汉字输入法逐步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

即由培训学校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农村“村官”中培养一些骨干学员，再由他们来教授、带动本地区的

人员参与到纵横码的学习中，扩大培训推广范围。  

4、更新优化软件，不断创新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纵横输入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长字词组侯选字显示不完全，无法看全

所有长词内容。在文字处理软件 word 中，就可以把它打出来。而在教学练习软件中有时会出现词组

打对了，而不出现的现象。建议应该再优化软件，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另外应增加更多的词汇量，

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词组的更新上，更符合语法和表达习惯，让词组判断更容易。 

通州区新城区建设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的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掌握现代信息技

术，“推广纵横码，培养新农民 服务新城区”的工作任重道远。作为通州区唯一的一所公立职业学校，

我们将不断创新新型农民培养模式，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争取培训效果的最大化，为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新城区建设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