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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信息数字化让小学语文教学展翅腾飞 

河南省济源市济水东园学校    王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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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

资源。我们从 2006 年接触纵横码，到 2008 年参与纵横课题实验以来，纵横码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春又一春。

从参与纵横课题到主持纵横信息数字化课题，我更关注的是纵横信息数字化对学生语文学习的帮助。在实

践中，我发现它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激发了学生对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语文

素养和信息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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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纵横信息数字化课题实验人员。我深知，纵横信息数字化在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起着多么大的作

用，给学生的语文习尤其是阅读与写作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下面笔者就如何利用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优化

促进小学语文教学谈谈自己的拙见，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一、巧用纵横信息数字化帮助小学生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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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横信息数字化的看打，为我们的识字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1. 利用拆字识记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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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更展示了中国方块字的无限魅力。 

在实验中，我们老师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让学生学习生字、识字汉字。 

（1）同偏旁识字法  例：跑、跳、蹦、踢、跟 

（2）对比识字法    例：进和近，想和念， 

（3）减一减        例： 像和象，妈和马，可和何、河 

（4）加一加        例：早和草，青和请、情、清、精 

（5）归纳识字（由简单到复杂，由一段到特殊，找到规律） 

2．扩大识字 

我们借助纵横输入法重码功能，扩大学生的识字量。这种做法类似于“集中识字”，但比“集中识字”

有更多优势。在用纵横输入法输入时。如输入“柳”的编码，会同时出现“杨”“构”“桐”“棚”等同

偏旁的常用字。稍作点拨，如“‘杨’树很挺拔，‘桐’花很香，大‘棚’蔬菜种类多，‘构’成了美丽

的田园”，学生能快速记住这一串字。老师可即兴串字编故事，让孩子记住这些汉字。如“春天来了，柳

树绿了，杨树长高了，大棚里的蔬菜你挤我拥，多美的春之景啊！”学生最会模仿老师，他们凭借一定的

联想，通过彼此交流来帮助识记。这种方法只认不写，学生没有负担，更能提高认字的兴趣。 

3.对比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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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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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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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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纵横信息数字化增加语言积累 

在实验中我们最常用的是利用词语接龙软件，来拓展学生的词汇量。在平时的练习中，学生最感兴趣

的也是词语接龙，老师给出一个词，他们进行 5 分钟词语接龙比赛，通过比赛不仅学习了别人的词语，更

重要的电脑给出的词语，尤其是四字词使学生特别感兴趣，从电脑自动给出的词中又潜移默化地学习了词

语，扩大了词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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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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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纵横信息数字化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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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纵横信息数字化中的看图作文就是其中的一种简便易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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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小组交流，培养语感 

在看图作文训练时，我们先让孩子们在小组之内说说这幅画上有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人物的表情等。

让孩子们先同桌说、小组说，然后在班里进行汇报，这样孩子们互相交流，丰富了语言能力，培养了语感。

写起话来就有内容可写。 

2.引导观察，学会写作 

观察是一种有意识,有计划,持久的感知活动.蒙台梭利说过:"我们只有在儿童身上才能领悟到大自然

的雄伟."因为儿童有一颗好奇的心,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个富有想象的大脑.所以,教师要发挥他们的

所长,引导他们热爱生活,用童心去看这个世界,去感受生活。我们利用看图作文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由于看图作文中的“图”是静态的，所以我们在教学时细心地诱导、启发学生进行观察。在培养学生

进行看图观察时，我们采用选择重点观察和循序渐进观察。 

在进行单图形式的看图作文训练时，我们引导学生观察画面上最突出、最抢眼的地方，它表达的含义

是什么？这一部分与其它部分的关系是如何的？在观察事物时：注意顺序，由整体到部分，由表及里等。

观察景物时：由近及远，由前及后。观察事件：注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 

3．关注整体，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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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还有利于教师关注每一个学生。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无论怎样关注学生，他只

能关心到部分学生，而不可能是全部。而通过网络的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所有学生对问题的反应都可用

电脑快速反馈给教师，教师能真正做到关注每个学生。而这对于学困生来说更是一件好事，更能调动学生

写作的积极性。教师在网上应用纵横码快速“面批”学生的作文，师生切磋，既增强了批改的针对性，又

加强了及时反馈，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实效，又有效地减轻了教师负担。 

实践证明，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快捷”与“高效”的特点正是孩子们喜欢语文，为语文注入活力的

关键所在。这也再次证明了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确实能让语文教学展翅腾飞！让我们在纵横信息数字化

总题题组的带领下，让语文教学借助纵横信息数字化飞得更高、更远！ 

 

 

参考文献： 

[1] 谢锡金.《纵横汉字输入法教学发展的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 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 《计算机纵横汉字输入系统教程》苏州大学出版社.  

[3] 崔峦. 《在 2009 年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教学实验综合活动中重要讲话》. 

[4] 钱瑞扬.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美的学习精神》. 

[5]《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研究促进优秀信息素质的形成》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实验总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