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橫碼教學之我見  
俞劍蕾 

（浙江省寧波市惠貞書院） 

  隨著縱橫碼的普及，這一漢字輸入法也越來越深入人心。我校從 1998 年參加

寧波市第一屆縱橫碼輸入大獎賽獲團體第六名，2005 年參加第八屆縱橫漢字輸入

比賽並獲團體第一名。學校選手比賽的速度由一開始的 5 分鐘 200 多個漢字到 2005
年 5 分鐘突破 800 大關。筆者從 1998 年開始從事學校縱橫教學推廣工作，至今已

經培養出大批學生，他們在省市各類比賽中分獲一、二等獎，其中有學生還在南通

舉行的縱橫碼輸入全國大獎賽中獲個人第七名的好成績。2005 年筆者所帶中小學

生也獲寧波市中、小學團體一等獎，多人獲個人一、二等獎。筆者對縱橫碼輸入教

學的認識不斷深化，對選手的培養積累了一定經驗，對縱橫碼的教學也有了一些心

得，在此與各位同仁探討。 

1. 利用興趣小組，挑選合適的選手 

  我校是九年一貫制學校，在選手的挑選及培養上有一定優勢。每學期我校都成

立縱橫輸入法興趣小組，在興趣小組開設前，先到各班進行宣傳、介紹，使學生對

該輸入法有一些了解，再開展報名工作，將有興趣的學生集中到一起進行基礎培

訓。一般一個學期開一個班，人數在 40-50 之間。興趣是基礎，來學的學生已經具

備了這一條件，均能較好地適應縱橫碼教學。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挑選比賽用的選

手，容易發現好的苗子，有利於縱橫碼的推廣和普及。在挑選選手時應觀察他們是

否具備了合適的素質：反應靈敏、手指節奏感好、智力較好、心理素質較好、能吃

苦耐勞勇於拚搏。此類興趣小組每學期開設一個班，每期招收新學員，從每期中挑

選合適的選手，日積月累，比賽型選手的數量有了一定規模，同時也普及了縱橫碼

這一漢字輸入法。 

2. 教學中淺入深出，提高學生的能力 

  縱橫碼是一種入門比較簡單的漢字輸入法，要掌握如何輸入漢字是比較容易

的。現在使用的縱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其中簡化了主部首、副部首，只用四個

角的筆形代碼來輸入漢字，這一輸入法大大降低了難度，也使學生入門更為容易。

但在入門時一定要打好基本功。教學初期，指法訓練必不可少。針對學生的個體特

徵，我們手把手地進行指導，要求基本指法正確，手的高度要適當，然後通過教學

軟件訓練學生指法，開展小鍵盤數字訓練，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實現數字「盲打」，

為以後的整字教學打好基礎。 

  打好基礎，然後一步步深入，學習輸入漢字。教學時先進行筆形代碼訓練。筆

形代碼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這一環節要讓學生多記、多背，將口訣熟練掌握，再

講解如何拆字，每個字如何取碼以及詞組取碼規則。學生在學習拆分單字的同時學

習詞組取碼規則。詞組拆分難度要比字簡單，同時利用率較高，這樣來進行學習能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學生對詞組理解和熟悉之後，引入文章練習。這樣一來，

從簡單的數字訓練到筆形代碼訓練，再到字、詞組練習和文章訓練，循序漸進，由

易到難，學生逐步適應，教學目的也就達到了。 

3. 勤於練習，適時測試 

  對於在興趣小組中選拔出來的比賽選手，學校在寒暑假學校都安排了集訓。縱

橫輸入法 2002 簡易版教學軟件在文章訓練上有較好的設計，能對詞組進行劃分。

我們利用軟件這一功能，讓學生應用它進行詞組分類，熟悉各種各樣的詞組。在練

習時，每一課均踏踏實實、循序漸進。事實證明，只要多分析、勤練習，就能提高

輸入速度。在學生練習的同時，我校教師及時了解訓練情況，以調整教學進度及改

進訓練方法。並利用測試軟件對學生進行檢查，對學生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適時

的測試可以使學生的訓練不那麼枯燥，我們用成績來激勵學生，調動學生積極性，

以達到提高速度的目的。 

  我校每年都舉行縱橫碼漢字輸入比賽，學生可以自由報名參加。我們在提高集

訓隊選手成績的同時，也普及了縱橫碼輸入法。 

4. 良好心理素質的培養，更能提高學生輸入成績 

  對參加比賽的選手，紮實的基本功固然重要，良好的心理素質也起了關鍵作

用。經過多年的縱橫輸入法教學實踐，筆者發現縱橫碼有個有趣的瓶頸現象。學生

們在練習時，每分鐘達到 30~40 字/分鐘時成績很難突破；一旦突破，當輸入速度

達 70~80 字/分鐘，這一過程可能又要持續較長時間；100 字/分鐘左右又是一個台

階；接著能到 120~140 字/分鐘，可能又有一個漫長的練習過程；160 字/分鐘是一

個較難的跨度。這一個個障礙的突破，訓練時間固為重要，學生的心理素質也要加

強。只要咬咬牙，堅持一下，一個個瓶頸就能迎刃而解；若鬆懈下來，可能就再也

不能突破。比賽時要求學生發揮出平時訓練水平，那在平時訓練時也要像比賽一

樣，適當的壓力就是動力。 

  總而言之，在縱橫碼教學的道路上，由於教學對象是學生，因個體差異，每天

都會碰到許多新問題，這還需要在實踐中不斷總結經驗，探討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