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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结构主义理论在纵横码教学中的应用 

朱娟  江苏省海门三厂职业教育中心校     

瑞士心理学家 J.皮亚杰和美国的心理学家 J.S.布鲁纳认为认知结构，就是学习者头脑里的知识结

构，它是学习者全部观念或某一知识领域内观念的内容和组织。学习不在于被动地形成反应，而在

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教学应注意学习各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布鲁纳认为发现学习的作用有以下几

点：一是提高智慧的潜力， 二是使外来动因变成内在动机， 三是学会发现， 四是有助于对所学材

料保持记忆。这一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强调已有认知结构、学习内容的结构、学生独立思考等

的重要作用。 

传统的纵横码教学过分重视教师的主导地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甚至出现了很多“满堂灌”

现象。教师为了省时、省事，常常是直接把汉字编码告诉学生，而有意或者无意的缩减甚至放弃了

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发现、提高能力的过程。这种不注重学生自己的揣摩品味、自主发现的纵横码

教学只能把学生培养成只会打字的机器，而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自主发现能力的具有创造性的人。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成为纵横码教学中急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引入认知

结构主义理论来指导纵横码教学是一条重要途径。 

下面本人就认知结构主义理论在纵横码教学中的应用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培养学生纵横码学习中的学习动机 

在纵横码教学之前，我首先和学生共同探讨了汉字的基本笔形，发现汉字按字意和字形分成横、

竖、点、捺、撇和叉、插、角、方框等基本笔形。然后引导他们用“0”～“9”十个数字來表示，再按

上、下、左、右顺序对汉字四个角进行取码，得到了一串数字码，这样之后才告诉他们这种输入方

法就是纵横码输入法。然后向学生介绍纵横码的笔形代码口诀:“一橫二竖三点捺，叉四插五方块六，

七角八八九是小，撇与左勾都是零”，并让学生背诵。然后举行数字笔形配对比赛，有奖品哦。学生

可积极了。 

为了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我让高年级一个班的两名学生分别用纵横码和五笔输入法进行

现场比赛，结果是采用纵横码的同学完胜。然后，我和学生共同分析了纵横码的同学完胜的原因： 

类别 五笔 纵横 

输入速度 快 快 

学习难易 较难 一般适中 

重码 少 少 

键盘使用 26+10 键 10 

这样使得学生能充分认识到纵横码输入法的优越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培养学生纵横码学习中的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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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码输入是一门实践课程，在实际操作中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纵横码学习中发现和

解决问题对于学习者和软件编写者都非常重要。在初学阶段，学生往往会出现一些取错笔形的的问

题。我提醒学生在遇到自己打字取码该字没有出现时，立刻把该字和你的取码记在笔记本上，继续

打字，当全文内容全部完成后集中研究探讨，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一个学期下来，每

个学生都积累了上百个难字，极大的提高了打字速度，同时也积累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学生在学

习中发现一些字形上相似的常用字，取码时有较大的区別，如“由”字编码为“56”，“申”字编码为“562”，

“甲”字编码为“642”。我以此为契机找了一些字形相近的字让学生进行编码。如裹，囊，襄 ； 篡，

纂，篆 ；铐，拷；孽，孳； 家，冢 ；暧，暖；炕，坑；怄，抠；荀，苟；盂，孟；未，末；隋，

堕；鳖，鳌；要，耍等。这样使得学生进一步明晰了纵横码的编码规律。 

三、培养学生纵横码学习中的实际应用能力 

在纵横码学习中，我想方设法让学生上机进行实际应用操作，每节课都用纵横码输入法写一篇

日记，给老师（或家长）写一封信。除了规定的训练文章外，我还精选了一些课外素材，寓教于乐。

如元旦到了，我让学生用短信祝福：用祈愿在元旦的殿堂，画一个圆圈，借着元旦散开的礼花，为

你许下祝愿；愿你卸下所有的苦烦，带上辞旧迎新的美好心愿，步入吉祥如意的来年，祝你元旦快

乐无边，温馨甜蜜满满。5 月 8 日是世界微笑日，我教育学生要笑对人生：笑一笑，笑出开怀，烦恼

消；笑一笑，笑出开心，忧愁跑；笑一笑，笑出鸿运，天天到；笑一笑，笑出美好，身边绕；世界

微笑日，愿你笑声如鸭嘎嘎叫，开心如猴蹦蹦跳，笑出生活艳阳处处照，笑出日子如火旺难消！此

外，我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在网上开通了微博，让学生每日更新，并把博客获得网友围观的数量作为

班级各项评优的依据。这样，通过不断的完成其喜闻乐见的上机作业，我们班学生很快都掌握了纵

横码的方法技能。 

四、培养学生纵横码学习中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发现，当学生在纵横码练习中达到每分钟 65-70 字的时候，常常面临一个速度很难提升的阶

段，这就是纵横码学习中的 “高原现象”。其主要表现为练习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显示的速度却没有

明显的提升，学习兴趣下降，心情也变得烦躁，对自己的信心产生动摇，认为这就是自己的顶点了。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会先给学生纵横码比赛的镜头，树立榜样，营造竞争氛围。然后对他们说：

“坚持下去，你行的”。并要求对自己大喊三声：“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能行”。然后开始纵横码打

字比赛。我们班的同学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竞赛中越过高原，登上 100 字以上的高峰。我认为：学

打字也是在学做人，只有学会在高原时期仍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的练习，那么在学习和生活中才

会胜不骄、败不馁，迎着困难、勇往直前。认知结构主义理论强调有助于对所学材料保持记忆。我

认为，让学生在竞赛的氛围中训练更能够对纵横码的保持记忆。因此，我经常采用双人、小组或全

班模拟竞赛的形式加以训练，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减少考试及竞赛中

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样的培养，学生的纵横码打字速度从从每分钟 20-30 个字跨入到 70-80

字，再从 70-80 个字跨上 100 个字以上，直到在竞赛中出现的 125 个字以上。 

根据认知结构主义理论，我们在纵横码学习要摒弃照本宣科，要积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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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师的积极组织引导，让学生去自主发现，形成纵横码学习的认知结构，形成基本知识（基本

概念，原理）、基本方法（提出假设、调查、推测）、基本态度的基本结构。这种认知机构的形成过

程中要积极倡导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生在头脑中要整合纵横码的知识结构，弄清什么是纵横

码的基本结构，能删繁就简，能整能分，选择最佳组合，通过学生的自主发现，使得学生形成各类

汉字的目编码系统，从而形成纵横码的认知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