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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字輸入技術的現狀 

  計算機在我國已呈現普及的趨勢，大部分人學電腦是從打字開始。漢字錄入可

分為鍵盤輸入和非鍵盤輸入兩大類。 

  鍵盤輸入就是編碼輸入。主要可分為整字碼、音碼、形碼及形音碼。整字碼以

區位碼、電報碼為代表，該類編碼的優點是沒有重碼，但編碼的記憶量大。音碼是

根據漢字拼音規律，用英語字母作為漢字的編碼，如全拼、雙拼等。這類編碼的優

點是編碼簡單，無需經過專門學習就可輸入漢字，缺點是重碼較多，輸入效率低下，

對用戶的普通話水平和漢字的閱讀能力有較高的要求。形碼就是根據漢字的字形，

按照一定的規律把漢字拆分成一些基本字根，然後利用鍵盤上的標準鍵，對這些基

本字根進行編碼，比較有代表性的編碼方案有表形碼、五筆字形等。這類編碼的優

點是重碼率低、輸入效率較高，但編碼規則較多。形音碼，就是融合了形碼和音碼

的優點，即利用對漢字的形和音進行編碼，如五十字元、自然碼等。這類編碼的優

點是重碼較少，編碼規則簡單。缺點是對用戶在漢字的識別能力上有較高的要求，

必須有拼音和字形兩個方面的知識。 

  非鍵盤輸入目前主要有手寫輸入、語音輸入和鼠標輸入。手寫輸入的最大優點

是輸入者不必經過培訓，只要他會寫字，就可無師自通、輕鬆自如的進行手寫輸入。

目前手寫技術也日趨成熟，例如漢王、蒙恬手寫輸入設備，理論上能接受的最高速

度為 150-350 字/分鐘，對正楷的識別率最高為 99.5%。但受制於人書寫的速度。另

外，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1) 識別率不高，手寫輸入雖對正楷有較高的識別率，

但我們平常手寫時不可能是正楷，大部分人手寫的是行書，有的人寫的是草書，手

寫輸入設備的識別率更是低得可憐；(2) 感觸不是很靈敏。使用時壓力不夠則沒有

感應，壓力太大時又易損傷感應板。(3) 由於它是通過感應材料變形判斷位置，材

料容易疲勞，使用壽命較短。(4) 一些公共場所的計算機，如網吧，不存在手寫輸

入設備。語音輸入的好處是不再用手去輸入 ，把雙手解放出來，只要會讀出漢字

的讀音即可。但是它受到使用者對漢字發音的限制，不可能都滿足語音識別軟件的

要求，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錯誤較高。特別是一些專業技術方面的語言，識別系統幾

乎不能確認，而且在公共電腦上不可能裝上每一個人的語音庫文件。 

  鼠標輸入早已問世。但目前技術不夠成熟。輸入最高速度是每分鐘 30 多個字

且重碼較多，故發展前景並不明朗。 

2. 縱橫碼在漢字輸入技術中的地位及前景 

  縱橫漢字編碼屬於形碼，它目前主要有兩個版本：一個是 2000 標準版，單字

碼長為 6，它與其他的形碼一樣重碼率較低，輸入效率高。但編碼規則較多，尤其



是補碼的規定讓初學者望而生畏。另一個就是目前應用廣泛的 2002 簡易版，該版

單字碼長為 4，完全捨棄了其它形碼編碼規則多的缺點。它放棄了補碼，僅取每字

四個角的筆形代碼。縱橫碼用的是「取」碼，突出一個「取」字。這和當前廣泛應

用的五筆字形輸入法的「拆」字完全對立。「拆」把一個完整的字拆得支離破碎，

「拆」字不符合中國人的思維。而縱橫碼則順應了中國人的習慣，取之方便，用之

自然。這兩大優點將漢字的形碼輸入推向一個新紀元。 

  可以這樣說，由於手寫輸入的識別率不高，語音輸入的個人語音庫太龐大，鼠

標輸入技術的不成熟，因而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會以鍵盤輸入為主。而鍵盤編

碼輸入技術的發展趨勢是學習簡單、處處可用、速度夠快、未來系統可用。其中，

整字碼的編碼太多，音碼的重碼多，形音碼的要求偏高，都不滿足發展趨勢的所有

條件，故肯定以形碼為主。而在形碼中並不是所有編碼方法都滿足條件，只有縱橫

碼有着易學、易操作、重碼率又不高這些無可比擬的優勢，正符合鍵盤編碼輸入技

術發展的趨勢，故其應用前景肯定會十分廣泛。 

  需要指出的是，當今社會手機、小靈通已十分普及。而手機、小靈通中輸入漢

字就是利用了數字鍵，這與縱橫碼使用 0~9 輸入不謀而合。如能將縱橫輸入法移植

到手機、小靈通上，不僅讓使用手機、小靈通的用戶輸入漢字快捷方便，而且可以

提高縱橫碼在社會中的影響。人們學習縱橫碼可以不需要依靠計算機，隨時隨地都

可學習。反過來，會用手機、小靈通的用戶到計算機上輸入漢字直接用縱橫輸入法

即可，從而形成一個良性循環。 

3. 將縱橫碼融入漢字輸入課程的教學 

  目前我校高一年級已開設計算機應用基礎課程。我校高一班級有 32 個，共有

1,800 多人，其中學習五筆的班級為兩個計算機專業強化班（即主要面向對口高考

的班級），約 130 多人；學習縱橫碼的學生有計算機專業普通班 140 人、財會電算

化 46 人、電子商務 37 人、文秘 34 人，共 5 個班級，約 260 人；其餘 1,000 多人

以學習拼音輸入法為主。學習縱橫碼的班級，課程開設和課時安排又略有不同：計

算機專業普通班將縱橫輸入法與 Windows 98 操作系統合二為一，課程開設為一學

期，每週 6 課時， 其中上機實習課時為 4 課時。教學時先講授縱橫碼，上機時間

中有 1/2~2/3 的時間練習縱橫碼輸入。開設縱橫碼的文科班級，則將縱橫碼與計算

機應用基礎相結合，課程開設為 2 學期，每週 4 節課，其中上機實習 2 節課，縱橫

輸入法這部分內容也是先講解，每週上機實習課中有 1/2 時間必須練習縱橫輸入

法。教師普遍感到到講解縱橫碼時比講解五筆字形輕鬆，因為縱橫碼不像五筆那樣

有太多的取碼規則。我在講解縱橫碼時就扣住縱橫碼是形碼這一特點，首先讓學生

將漢字寫入小學生用的「田」字格中，讓學生找出四個角的筆形代碼。例如，將「 」

寫入「田」字格，要求他們找出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的筆形代碼，學生很容易

地就找到是叉、八、插和左鈎，分別對應代碼 4、8、5 和 0，由此得到 「 」的縱



橫碼為 4850。這樣不僅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將更多的字填入「田」字格找筆

形代碼，而且由他們自己發現有些漢字的某幾角筆形重合，取不到四碼這一情況。

老師再講授縱橫碼中一個漢字不足四碼的取碼規則時，學生就變被動為主動地學習

縱橫碼了。 

  下面我再以計算機專業普通班和強化班來比較一下學習效果。在高一結束時，

普通班級練習縱橫碼，最高速度為 83 字/分鐘，平均速度為 47 字/分鐘；強化班練

習五筆字形，最高速度為 81 字/分鐘，平均速度為 43 字/分鐘。到高二結束時，練

習縱橫碼的學生，最高速度可達 140 字/分鐘，平均速度為 82 字/分鐘；練習五筆字

形的最高速度為 118 字/分鐘，平均速度僅有 69 字/分鐘。由此可見，縱橫碼在第二

學年的優勢很明顯。 

  我校領導對縱橫碼十分重視，他們本著將縱橫碼的教學在我校做大、做強的願

望，把縱橫碼教學由一兩個試點班級擴大為大部分班級並計劃全面鋪開；成立縱橫

碼興趣小組且常常親自到場督促訓練；組織每學期一次的縱橫碼輸入匯報表演；每

年積極聯繫實施縱橫碼訓練隊的校際聯誼交流工作。辛勤的努力終於得到豐碩的回

報，在 2004 年 CKC 杯縱橫漢字輸入大獎賽中，我校榮獲職中組團體一等獎。該成

績的取得與學校領導的全面鋪開舉措密不可分。正是因為決策科學、措施得力，才

使更多的學生學習縱橫碼、使用縱橫碼。我們參加比賽的選手都是從這些使用縱橫

碼的學生中挑選出來再稍加訓練就去比賽的。比賽成績的取得又極大地激發了更多

學生學習縱橫碼的熱情，使學習縱橫碼的人數成倍數增加。如今縱橫碼不僅在我校

扎根開花，而且走出校門。社會各行政企業單位，從我校畢業生處了解到縱橫碼後，

認識了學習使用縱橫碼的好處，主動要求學習縱橫碼。我校也舉辦各種形式的中、

短期培訓班。目前，我校擬對我縣財政、信用系統人員約 500 多人分 4 期培訓。 

  我校在推進縱橫碼學習與使用中，取得了一定的成績，但與先進單位相比仍有

很多不足。我們要不斷總結經驗與教訓，不斷完善，不斷提高，為進一步推動縱橫

碼事業發展作出更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