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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源于兴趣, 方法重在引导 

——浅谈在纵横码培训与教学方法上的经验和创新 

顾卫  江苏省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纵横码的自学活动开展必须坚持以生为本原则。自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不可

靠一次或一阵子所谓活动量来衡量，而应注重兴趣培育、自学方法引导，由学生自觉自愿的去探究

去学习，并将所学会知识付诸于实践。在此，我简要介绍一下占 95%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我校，

在开展纵横码培训与指导学生自学方面的一些经验与体会。  

一、以生为本，从“小事”做起 

指导学生学习，其首要就是要了解学生，所以选用适宜的引导方法，是实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关键。 

那么我校学生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简要地可归纳为：底子薄、年龄大、语音杂、习惯差，文字

书写笔顺不规范，信息技术基础几乎为零。对此，我作调查和摸底测试，从中发现，虽然这些新生

中仅有 46%学生能进行汉语拼音认读，69%学生能基本掌握汉字的书写笔顺，86%的学生能认读英文

26 个字母，然而却有 95%以上的学生对电脑数字小键盘的操作还是相当容易上手的，为此我拟定了

“以生为本，从‘小事’做起”的教学方案，由 “0”～“9”十个数码训练入手，先从培育学生基本操作技

能和学习兴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引导并进而纳入到正常教学轨道之中的学习计划。 

1、低阶起步，循序渐进 

由苏大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纵横输入法教学系统软件”（简称：纵横课件），为我们

进行数码小键盘输入、指法训练、开发学生智力起到极为重要作用。如在“小键盘训练”中，学生从

刚开始的平均击键速度 17 键/分，正确率 70%，经过不到二周，均可提到 90 键/分，正确率 97%，其

中击键最快的学生为 168 键/分，正确率 98%。 

由于该课件采用网络自动评分，并还配置相应的小键盘智力游戏，使不少学生上机操作后往往

是练了又想练，学了还想学，纵横课件和学生们初始交往便成了好朋友，激发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的

兴趣。 

2、顺势引导，扩大教学成果 

纵横课件运用吸引了学生们的眼球，给我们进入下一步学习铺垫下了良好基础。为此，我顺势

引导，首先帮助学生们攻克中文录入瓶颈难题，充分运用了纵横码以形码为基础用“0”～ “9”为码元

的特点，在教学中由简渐繁、由浅入深向学生介绍纵横取码规则，使学生很快在原有基础上把笔形

与数码记忆联系起来，并通过纵横课件中的“纵横入门”模块应用，使学生把小键盘录入技巧与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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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笔顺、纵横汉字笔形代码规则相关联，通过课上学，课余练， 98%以上的学生在 3～5 周后均

达到能较熟练应用水平，其中文输入速度快的达 155 字/分，慢的也有 20 字/分，这对一个从没学过

信息技术的外来务工子女来说确属不易。 

中文录入瓶颈攻克，使后续课程学习压力陡然减轻。为了巩固学习效果，使学生能步入常态化

应用纵横码的过程，我们又专门设计了“每课一练”与“纵横电脑角”的助学方案。其核心内容是：采

用“每课一练”解决常态化知识与技能学习中的方法指导，开辟“纵横电脑角”为学生们课余实践提供

条件，推行出富有创意的课内外互为呼应的助学实践引导路径。 

3、鼓励协作学习，营造氛围培育自学能力 

外来务工子女的最大“特色”是流动性大，这几乎是每一所招收该批学生的学校均要面临的事，

尤其是插班生，由于地区间教材、教学进度的差异，入校就读的学生往往会给整班的教学带来“麻烦”。

对此，我们采用了三个对策：一是争取地段生与外来务工子女进行混班教学，最大限度保证教学班

级人数的相对稳定性；二是积极推行协作学习方法，即“老生”带“新生”、“好生”带“差生”，不拘泥一

种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探究实践；三是建立“纵横电脑角”开放机房、即时教学，

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可得到“充电”，遇有难题互相商讨或问老师,达到提高自学效果之目的。 

4、拓展潜能，关注对学生整体潜能开发和引导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1先生曾有过一段名言：教师培养学生，主要是教会他动脑筋，这是根

本。这是老师给学生的最宝贵的礼物，就是给他一把钥匙，他拿了这把钥匙能够自己开箱子，开门，

到处去找东西。 

借助“纵横课件”，我让学生们找到了一把进入现代信息技术门坎的自学钥匙，带来直接效果是

使学生们掌握了一种中文输入方法，而从间接或深层次的角度来看还远非如此，她给受教育者留下

了一个富有想象的宽阔天地。 

例如：我曾对本校初二和中专班各随机抽查了 10 位学生发现，他们原均是搜狗拼音的操作能手，

有三位还曾在以往校与市键盘操作中获过奖，他们在观看了“纵横入门”课件后，均欣然开始接受纵

横码学习，二周后，中专有七名、初二有八名学生依然在坚持着学习，尽管他们打字的速度以 3 字/

分、10 字/分、30 字/分……慢速的爬行着，然而学习劲头却不减，我询问了他们有什么体会，学生

们告诉我：我学会的是一种新输入方法，而获得的是一个意外收获——一种以往自己所不熟知的思

维方式。 

因此，在平时传授纵横码知识的同时，我十分关注对这批“特殊生”除学习能力之外综合素养的

培养，如指导学生对不同知识要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遇到复杂问题要学会分析，掌握对问题分解、

逐一排除的细化技巧。特别是在实践活动课中，我除开展“词语接龙”、“看图作文”、“在线阅读”和“网

页制作”、“多媒体作品设计”、“动画创作”等主题探究活动之外，常引导学生运用互联网参与诸如“知

识巧学”、“知识与智慧”、“青少年应如何健体益智”等敏感问题的讨论，将“中国自学典范”网站推荐

                                                        
1 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哲学社会科

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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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启示学生掌握正确学习方法对提高自学效果的作用，使他们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使智慧的潜能得到更好的展现。 

我校是被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纵横总课题组首批授予“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探索实验先行示范学

校”荣誉称号的单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我校学生在市级以上各学科竞赛活动中屡次获奖累计

达百个，其中信息学科方面占了四成之多。多年来在我校举行的信息技术与纵横码方面的教学研讨

市公开实验课不下十次，对推动本校纵横码的教学与对周边学校的示范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2011

年 4 月由我校承担的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国家级子课题获一等优秀结题证书，2012 年 3 月又获中国

教育协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和纵横总课题组联合下达的我校承担“十二五”国家级纵横信息数字化

学习子课题研究任务书，标志我校将继续努力，在纵横码的教学与应用的探索中再上一层楼。 

实践表明，学生自学能力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根植于平时学习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2
”，自学能力的开发与形成离不开学生的兴

趣，如果说兴趣是孕育自学能力形成之母的话，那么方法指导就是学生良好自学习惯快速形成的导

航灯。数年来，我对每一届入校新生，均认真地加以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共性与个性，运用教

育智慧对学生萌生出的智慧火花，那怕是奇思妙想，那怕是不起眼又可笑的“小不点”，只要是健康

向上的东西，均给予尊重与呵护。只要科学地规划，悉心关注学生，寻找与学生生活贴近又乐于接

受的自学指导路子，我们相信素质教育的鲜花定然会在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子女身上得到绽放，纵横

码的应用也会更深入的获得普及。 

                                                        
2摘自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1 版，第 14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