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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縱橫碼輸入漢字，從心理學的角度看是一種智力技能。所謂智力技能，是

指借助於內部語言在頭腦中進行認識活動的心智操作，主要是思維活動的操作方

式。當人們在對某種行為方式熟練後，就不必事先考慮如何去完成它，不必再把某

種活動分為各個局部動作來進行，也不必思考如何連貫的完成每個動作。 

  對學生來說，要接受一種新的漢字輸入法，並在短短的 3 個月時間內達到較高

的輸入速度，有一定的難度。從指導教師的角度來分析、設計學習的過程，可以分

為三個階段： 

  （1）認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理解學習任務，並形成目標期望。在學習的

起始階段，通過觀看前幾年比賽的錄像，讓學生對參賽選手的指法、輸入的速度詳

細觀察，形成一個內在的刺激，從而來產生一個內部的動作意象，以作為實際操作

時的參照。指導教師適時地提出目標期望，給學生明確目標，起到學習定向的作用。 

  （2）聯繫形成階段。這一階段實際上就是學生的學習各個基礎知識、指法的

階段，讓學生養成看到漢字就在腦中首先反映出來的是縱橫碼的編碼方式來拆編漢

字，用加涅的話來說就是建立動作思維的連鎖，使適當的外刺激與反應形成聯繫。 

  （3）自動化階段。進入這個階段也是學生在練習中的強化練習階段。當進入

這一階段時，學生對縱橫碼的拆編碼方法已經相當熟練，一連串的動作是自動的，

對眼看文章、腦中分詞、拆編碼、輸入已經相當協調，進入了較高的熟練境界。 

  在學生練習的過程中，指導教師詳細地記錄了學生的每次練習成績，發現參賽

的 3 名選手的練習曲線有相似的規律（圖１）。 

（圖１） 

  圖中橫坐標表示時間，分為 7 段，每段時間表示 2 周；縱坐標表示錄入的速度。 
曲線系列 1 表示的是縱橫碼的漢字錄入速度；曲線系列 2 表示的是基礎的指法練

習的速度（單位：個/分鐘） 



  從學生的練習曲線中可以發現他們在開始時成績是急劇上升的；到了中間期，

曲線在該段出現明顯的下降；到了後期，不管哪條曲線均出現平台。這就是練習曲

線上常有的「高原期」。 

  產生上圖曲線特點有多方面的因素，具體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開始時，成績急劇上升，主要是學生剛開始接觸一門新的輸入法，興趣濃厚、

充滿熱情，並積極地動腦把各種漢字錄入的指法方式進行重新組織，並加以利用，

是學生學習的主動期。 

  到了中間期，學習熱情減退，可利用經驗減少。因此曲線在該段出現明顯的下

降。在這種情況下，可改變學習的策略，不再以單一的記錄成績為主要的刺激手段。

採用「1 分鐘練習法」和「追趕練習法」，對學生已經倦怠的心理進行新的刺激，

並逐漸加大刺激的強度和力度，從心理上製造緊張感、壓迫感，給學生一定的心理

暗示。其中「1 分鐘練習法」，對練習中成績一般的同學比較適用，能產生足夠強

的心理刺激。定時 1 分鐘時間，讓其在短時間內發揮最大的能力，只要達到預定的

目標就能得到相應的獎勵，從而提高學生的自信心。「追趕練習法」則適用於成績

一直穩定居上的學生，讓他們比其他學生晚打半分鐘或 1 分鐘。這不但可以給他們

帶來相對緊張的心理刺激，而且也可很好的鍛煉他們的心理素質。在不斷的有針對

性的交叉採用這兩種練習方法的過程中，經過 5 天左右的低潮期後，學生的成績將

會達到一個新的高度。 

  到了後期，不管哪條曲線均出現平台現象。這就是練習曲線上常有的「高原

期」，即曲線保持一定的水平，不再上升，甚至有些下降，只有在高原期過去之後，

練習曲線才又會呈上升趨勢。產生高原現象的原因一是因為練習的時間達到一定的

度，學生不論從生理上還是心理上均產生了厭倦感；二是練習的方法已經相當的熟

悉，長時間的面對相似的外在刺激，大腦皮層受到的刺激強度明顯不夠，因此成績

就難以提高。 

  克服高原現象，達到新的水平高度，可採用以下的措施，實踐證明，還是相當

有效的。 

  （1）調整練習的時間和強度。在開始練習時，基本上都是採用持續練習。即

在長時間內進行高強度的練習，學生難免會從生理上和心理上產生厭倦感。這時，

除了及時和學生溝通，了解學生的思想，端正練習態度外，主要的是調整練習的時

間和強度。每天定時練習，把練習的時間分成若干組時間段，每組時間為 30 分鐘，

其中 15 分鐘用於練習，5 分鐘休息，10 分鐘查缺補漏，指導教師逐個指出學生的

失誤之處，並對下一輪的練習提出相應的要求。這樣的時間間歇性練習法與持續性

練習法交叉使用，有針對地加強了外界對學生的大腦皮層的刺激強度，使成績在高

原期間會有緩慢的提高，為脫離高原期達到更高的速度作好了充分的準備。 



  （2）換位思考。平時都是學生練習，老師觀察、指導，而在這段時期，老師

每天可安排一位或兩位學生進行演示練習，其餘學生在一旁從指法、坐姿、擊鍵速

度、錯誤率幾個方面進行仔細觀察，然後開展「自我評價、指導」，每個人結合自

己練習時的感受和所觀察的進行分析、評價，找到自己的優缺點。這種「換位思考，

自我評價、指導」的練習方法可以給學生以自信心，並且從客觀的角度來正視和評

價自己的優缺點，為提高學生的能力和培養良好的心理素質打下了基礎。 

  （3）想像練習。在學生處於高原期期間，每天安排 10 分鐘時間給學生進行想

像練習，人手一篇 1000 字的文章，不動手，只動頭腦。在腦海中進行分詞、編碼，

做到「動眼、動腦、不動手」，以此培養學生對詞的敏感性。這種借助外在內容喚

起腦海中已有的分詞、編碼方法的心理訓練，有助於學生克服比賽時的緊張和壓力。 

  綜合我校學生在縱橫碼的學習和練習中的具體情況，我們認為，要掌握一門新

的漢字輸入法，並能在短時間內達到一定的錄入速度，就要有高效率的練習。同時，

還應具有下列條件： 

  （1）明確目標和要求。拿破侖曾說過，不想當將軍的士兵不是好士兵。這也

就是說，做事一定要有明確的目標，才能有足夠的動力取得好的成績。對於參加練

習的學生來說，一開始就明確目標是取得好成績的動力；壓力與動力是相輔相成

的，沒有壓力就沒有動力。因此，在練習的開始時，就要對學生提出明確的目標和

要求。 

  （2）及時反饋信息結果。指導教師在練習前，知識點的講解要到位，基本的

指法在開始練習時要狠抓，把可能會犯的基本指法上的錯誤消滅在萌芽階段，並且

在學生練習的過程中要隨時注意觀察，做到發現錯誤及時解決，及時反饋當天的練

習情況，表揚進步的同學，指出出現的錯誤。不論是表揚還是批評，都要講究策略。

表揚一個學生不能僅從一個方面來表揚，而要從各個方面來表揚，從細節上發現學

生的優點，發現進步的地方，做到表揚有依據。要從不同的方面來鼓勵學生，給他

們信心，充分調動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 

  （3）合理安排練習時間，適時調整學習方法。凡事預則立，不預則廢。這句

話充分說明了事先做好工作計劃的重要性。因此，在練習的初期，指導教師就應從

縱向上做好時間安排和目標期望表。我校從大的時間安排上把練習時間分為三個階

段： 

    （a）基礎指法練習階段：時間為 25 天。主要是針對我校學生的基本功較

弱安排的。時間安排比較長，可以讓學生的基本功打得更紮實，為編碼練習時的速

度打好基礎，不可操之過急。 

    （b）縱橫碼的編碼規則練習階段：時間為 50 天。主要分成兩個部分：編

碼規則的練習、詞組的練習。 



     編碼規則的練習時間一般要長些，大概是詞組練習時間的 1.5 倍左右。

不過每個部分的具體練習時間的分配需要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來調整。在這段時間

內，學生會進入第一個低潮期，即輸入的速度會有下降的趨勢，而且進步很緩慢，

這時可適當地調整學生的情緒，改變練習的方法，採用「1 分鐘練習法」和「追趕

練習法」。 

    （c）賽前的強化訓練階段：時間為 30 天。這段時間分為三個部分：高強

度的強化練習、模擬練習、綜合練習，以基礎指法和編碼、詞組練習為主。 

  這段時間內每個部分時間的具體安排以 3：2：1 的比例比較合適，但要根據具

體的練習情況進行相應的調整。學生在高強度的強化練習階段的中後期很容易處於

高原期，此時學生面對輸入速度的不升反降，內心是非常焦急不安的，此時指導教

師不但要對練習方法進行必要的調整，更要和學生加大接觸，增加感情交流 ，平

復他們的心情，通過採取與以往不同的練習方法和獎勵機制，來加強對學生的心理

刺激，幫助他們盡快克服高原期，向新的高度衝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