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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省柳州市展南希望小學） 

  2005 年 5 月 20 日，筆者參加了蘇州大學全國首期「縱橫輸入法師資提高和教

學骨幹培訓班」的學習。來到這裡培訓之前，筆者從未接觸過縱橫輸入法。短暫的

兩天學習，筆者對縱橫輸入法產生極大的好奇心：竟有如此精妙、神奇輸入法！筆

者下定決心：培訓結束，我要把縱橫輸入法帶回到學校去推廣和應用，並負責組織

推廣培訓工作。 

  我校是貧窮、落後、偏遠、信息閉塞的一所山區小學，學生從未接觸過電腦，

完全是從零開始學起，培訓的過程肯定會遇到種種意想不到的困難。筆者首先在全

校學生中挑選好的“苗子”，通過第一階段的培訓，從中選出手指靈活、反應靈敏，

又能吃苦耐勞的學生接受第二階段的專門訓練，並安排他們在學校住宿。由於縱橫

碼具有容易學、入門快、速度高的特點，學生很快就對縱橫漢字輸入法產生了很大

興趣。一個星期培訓過後，我驚喜地發現：學生在學習縱橫輸入法的過程中都表現

出一種積極、輕鬆的狀態，進步也很快。 

  經過一個多月的刻苦培訓學習，學生的縱橫輸入法水平得到飛快提高。功夫不

負有心人，2005 年 8 月，我校學生在參加“廣東省首屆縱橫輸入法輸入速度和縱橫

應用大獎賽”中勇奪冠軍，並且，我校所有參賽的學生都獲得不同層次的獎勵。 

  一個多月的教學培訓工作，筆者對縱橫碼的認識水平有了很大的提高，也經常

利用課餘時間對縱橫漢字輸入法的學習軟件和比賽軟件進行實踐和探索。 

  在縱橫漢字輸入法的訓練教學過程中，筆者主要把握好以下六個方面。 

1.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愛因斯坦說過：「興趣是最好的老師」。興趣是成功的起點和動力，有了興趣，

學生才能從想學縱橫碼，到學會、學好縱橫碼。當學生對某種事物產生興趣時，他

總是積極主動、心情愉快地進行學習。帶着興趣學習，學生會全身心地投入，積極

思考，甚至會達到忘我的境地。因此，在訓練中，筆者特別注重對學生的興趣、動

機的培養。 

  (1) 對學生進行學習目的的教育。教學中，筆者通過列舉大量事例來講述計算

機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使學生感受到熟練掌握計算機，會給自己帶來

很大的幫助，從而形成了學習動機。 
 
  (2) 在訓練中，要對學生進行正確評價，適當表揚與鼓勵。平時，注意發現學

生的細微進步，並給予適當的表揚與鼓勵。一方面，這是對學生學習態度和進步的

肯定；另一方面，它能激發了學生的上進心、自尊心，使學生進一步產生提高學習



成績的願望。當然，表揚應與嚴格要求結合起來。 
 
  (3) 在平時訓練中，讓學生互相學習、形成對比，也能調動學生積極向上、爭

取成功的積極性。 

2. 大、小鍵盤並用訓練，能快速錄入文字 

  縱橫輸入法是一種運用「0-9」10 個數字，可採用單手操作的方法。在訓練中，

我們運用雙手操作，更能快捷地輸入文本文字。剛訓練時，學生都用單手操作。後

來，發現學生手指較小，高速擊鍵時，手指“搬”不過來，要想正確、快速輸入文字，

從基準鍵跨越到結束符，的確有些困難。我們為何不嘗試用大鍵盤上的結束符呢？

帶着試一試的想法，我們對學生進行大、小鍵盤（即左、右手）指法訓練。開始，

學生還不能完全適應，待他們操作熟練之後，發現這種方法能較快速地錄入文字。 

  具體做法是：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分別指定於 4,5,6 這三鍵作為基準鍵，

食指主管 1,4,7，中指主管 2,5,8，無名指主管 3,6,9，大拇指負責 0，小指負責回車

鍵；左手食指定位於大鍵盤的“←”鍵（即刪除鍵），中指定位於“]”鍵（即記憶鍵），

無名指定位於“ ’”（即詞組結束符鍵），小指定位於“/”（即單字結束符鍵），大拇

指定位於“→”（即跳格鍵）。在縱橫碼比賽期間，很多指導教師對我校參賽隊員的

指法表示稱讚不已，並借鑒此方法培訓學生。 

3. 注重學生基本功的訓練 

  培訓開始，我們就很注意對學生進行指法、筆形、單字、字、詞一鍵簡碼，二、

三、四、多字詞組的訓練。特別是筆形、單字的訓練。 

  每天在練習打文章之前，都要對學生進行 5-10 分鐘的筆形、單字的訓練。教

師每天做好記錄，課後學生可以隨時查看自己的打字速度情況，在學生之間無形地

形成了對比，並且形成了競爭意識。 

4. 加強詞組的訓練 

  縱橫碼提供的詞組達數萬條之多，這是其它編碼無法相比的。詞組是構成文章

的主要組成部分，所以詞組在縱橫輸入法中佔了很重要的位置，練好詞組是快速錄

入文章的關鍵。在縱橫輸入法中，充分運用詞組輸入法，可以極大地提高錄入速度。 

  縱橫碼詞組易懂、易記，詞組有二、三、四、多字詞組，它們的編碼規則分別

為：“33”規則、“222”規則、“2112”規則、“21111”規則。 

  在實際訓練中，筆者採取了“先易後難”的方法，有針對性進行練習，對學生進

行反複強化訓練，收到了良好效果。 



5. 注重分詞練習的訓練 

  「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教學系統」中的「分詞練習」是一個非常好的訓練

方式和手段。是我們學習縱橫碼的得力助手。我校的縱橫碼教學能取得如此好的效

果，在相當程度上得益於這個教學軟件。 

  我校隊員參加的是兒童組，在練習錄入文章之前，我們先讓學生在一年級至三

年級語文課文中劃分詞組，還從圖書室中找一些相關年級的“作文”來劃分詞組。之

後，教師從中選出一些古詩、寫景或詞組較多的文章，讓學生自己輸入這些文章。

最後，讓學生各自調入自己的電腦，用分詞練習導入文章。在訓練中，我採用啟發

和學生共同討論的方式進行訓練，並讓學生養成愛動腦筋的良好習慣。 

6. 綜合文本的訓練 

  最後一個階段是單字、詞組、詞句融為一體的綜合文本訓練，要想真正掌握漢

字錄入，必須進行“實戰”訓練。練到這一步，筆者利用比賽軟件進行測試、抽查。

檢查及測試，除了可以集中學生注意力，持續保持學生大腦的“興奮”，提高上機效

率外，還可以使教師及時獲得學生訓練狀況的第一手材料，最後針對每個學生的實

際情況，及時調整計劃、內容，因人而異地制定階段訓練目標，避免了學生上機時

的盲目性、隨意性。同時，在練習綜合文本時，教會學生練習方法：(1) 練習拆分

文章中的詞組，若是詞組，一定要用詞組輸入法來錄入；(2) 練習整句話的輸入，

這樣更能提高錄入文章速度。 

  到目前為止，縱橫輸入法的確是一種很先進的輸入法。與五筆字形輸入法、拼

音輸入法相比，它克服了五筆輸入法中記憶量過大，字根分布過於分散的缺點；與

拼音輸入法相比，它避免了重碼太多的缺點。 

  此文是筆者在縱橫碼教學中的一些具體做法，願與大家共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