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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2002 年開始接觸縱橫碼教學之後，在我校領導和上海大學縱橫電腦教育

中心的大力支持和幫助下，我校在上海市首屆和第二屆漢字縱橫碼競賽中取得了優

異的成績，獲得了團體第一名和個人第一名的好成績。下面就談一下筆者在縱橫碼

教學過程中的一些體會，不當之處還望指正。 

1. 選材 

  參賽選手應該在大範圍的縱橫碼教學的學生中挑選。老師在教學時應注意學生

的學習情況，及時加以記錄，從中挑選出心理素質較好的學生，然後加以培養，使

之成材。 

1.1 大範圍的推廣、教學 

  要挑選出好選手，必須要有一定的普及面。我校在預備、初一兩個年級開設信

息科技課，筆者擔任兩個年級 14 個班級的教學工作，每週 20 節課。筆者是這樣安

排兩個年級教學的：預備年級用一學年的時間學習縱橫碼，初一年級學習信息科技

教材，參加上海市統考。有這麼多的學生作基礎，從中選擇好的苗子加以培養，自

然就游刃有餘了。 

1.2 選拔學生的標準 

  選手自己要有強烈的積極性參加比賽，沒有內因，即使有再強的外因，訓練效

果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選手應具備較好的生理條件。在漢字輸入時，手指靈活性好，反應靈敏。尤其

是身材偏瘦長的學生更佳。瘦長的學生手指一般較長，有利於節約移動手掌的時間。 

  選手應具備良好的心理素質。選手在比賽時要不怯場，要有一顆平常心。 

  要取得家長和班主任的支持。有些家長和部分班主任不是很支持學生參加縱橫

碼比賽，甚至反對聲還時有耳聞，他們認為浪費時間，影響學業。所以取得家長和

班主任的支持至關重要。 

2. 教學與訓練 

  筆者採用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配套軟件，即縱橫漢字測試系統和分詞練習

系統進行教學與訓練。 

  第一階段：基礎學習 



  用 1 課時觀看縱橫碼教學影片，熟記 4 句口訣和編碼規則。教授正確的小鍵盤

指法，使用教學系統中的「筆形訓練」模塊讓學生充分掌握縱橫碼筆形與對應的數

字鍵。中間穿插使用小鍵盤數字練習和數字遊戲，目的讓學生能實現盲打小鍵盤。

之後轉入「單字練習」和「詞組練習」學習，詳細記錄每個學生每次測試成績和指

法情況。此階段學習是全年級每個學生都必須掌握的，要將此學習過程和結果、綜

合評價記入學生學年成績。 

  第二階段：強化訓練 

  經過第一階段學習，具有潛質的學生已經會脫穎而出，這時再將這些潛在的選

手集中訓練，主要運用分詞系統，強化縱橫碼的碼本和分詞規律的學習。 

  這一階段是出成績的重要階段，成功與否在此一舉。應該對症下藥，因材施教。

對於每個學生，可採取不同的訓練方法。比如指法還不是很科學的，可對其進行指

法的強化訓練；對於詞組還不是很熟悉的，可讓其多用一些時間練習二字詞組、三

字詞組、四字詞組和多字詞組。 

  這一階段的輸入速度提高很快，可從最初的 40~50 字/分鐘一下子提高到 100
字/分鐘左右。 

3. 希望與展望 

  希望將縱橫碼教學納入常規的教學體系，真這樣的話，將會大大激發了學生、

學校、家長、教師的積極性，也能在客觀上極大地促進縱橫碼在上海地區的推廣和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