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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縱橫碼應在何階段教授較為適宜？中學還是小學？ 

  美國心理學家布侖姆（B.Bloom）曾經根據長期研究的結果表示：如果人類的

智慧到 17 歲左右便發展至成熟的程度，則一個人在 1 歲時，其智慧便至少發展至

20%，在 4 歲時便發展到 50%，在 8 歲時達到 80%，在 12 歲時便達到 92%，17 歲

時才達成 100%。由此可見，一個人在幼兒園和小學階段乃是其智慧發展的關鍵時

期。 

  哈佛大學的教授布魯納（J. Bruner）也認為後天環境的安排最為重要，他堅決

相信「任何學科均可以某種智慧上真實的形式，來有效地教給任何發展階段中的任

何一個兒童。」如果我們能夠改進教材和教學的方式，便可以使兒童提早學習各種

比較困難和複雜的課程。 

  俄國心理學家柴可夫斯基認為人類的知識和經驗在 8 歲以前可說隨著年齡的

變化而不斷的增加，因此是呈倒三角形的狀態，然而就一個人的學習能力而言，卻

剛好相反，年齡愈小，其學習和吸收的能力反而愈大，年齡愈大，其學習能力反而

愈小，而呈逐年遞減的現象，因此是呈正三角形的形狀。這在縱橫碼的學習和比賽

中就得到了很好的佐證。 

  2005 年 8 月在廣州市舉行的「廣東省首屆縱橫漢字輸入法速度和縱橫應用大

獎賽」中，少年組（小學四至六年級）最高輸入速度為 162 字/分鐘；青年組（中

學及大專生）最高輸入速度為 66 字/分鐘。 

  2004 年 10 月在江蘇省常州市舉行的「2004 年 CKC 杯學生縱橫輸入法大獎

賽」，奪得特等獎（全場第一）的是一名小學學生，其決賽成績的輸入速度為 184
字/分鐘。 

  以上的兩例說明，小學生學習縱橫碼的能力一點也不比中學生遜色。因此，在

小學階段學習縱橫碼，只要有適當的教材和教學方法，其學習效果會相當顯著。 

2. 學習縱橫碼有助提高學生閱讀能力 

  西方學者從認知心理學的角度，進行過不少有關閱讀過程的研究，發現閱讀能

力除了會受操作記憶的容量、字詞解碼能力和先前知識的數量等因素影響之外，優

秀的閱讀者更能夠透過閱讀經驗發展出有效的閱讀策略，靈活運用不同的方法來提

高閱讀效能。相反，能力較弱的學生卻只懂逐字逐句機械化地進行閱讀，他們必須

得到清晰和直接的指導，才能掌握閱讀策略。 



  縱橫碼的一大特點是詞組輸入，學生利用縱橫碼進行練習，也就是對字詞譯碼

能力的練習，進一步累積詞彙的數量，從經驗中發展出有效的閱讀策略，提高閱讀

的效能。 

  學習縱橫碼對提高中文閱讀速度（速讀）尤有幫助，尤其是速讀。在 2004 年

CKC 杯學生縱橫碼漢字輸入法大獎賽中，學生在比賽前有 5 分鐘時間閱讀比賽文

章，而比賽文章長數千字。學生必須在這僅有的 5 分鐘內準確判斷出哪些是單字，

哪些是詞組。這種策略性的速讀能力無不得益於縱橫碼的學習。 

3. 從知識的認知理論看縱橫碼學習 

  瑞士兒童心理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認為，個體在與外界的交互作用中，

形成了自己獨特的知識體系或架構。這一架構是個體用來加工所遇到的信息的依

據。如果新信息與已有信息比較相似，新信息就可以被包容在已有的知識架構中。

個體的知識結構在吸收了這一新信息後有了變化，皮亞傑稱為「同化」。 

  哈佛大學布魯納教授（J. Bruner）認為，認知結構是知識的有組織結構，它們

以編碼系統式的結構結合在一起。編碼系統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相關的類別作出有

層次的結構的安排，這種結構對新習得的知識加以一般編碼並作出解釋，決定這種

新知識能否獲得意義。他將知識的結構分為三個階段： 

  知覺：知覺過程是把感覺到的東西轉換成意識、知識、情感或其它東西的行為。 

  歸類 ：他認為所有認知活動都涉及類別的問題。人類是由於具有歸類能力，

才不被周圍環境的複雜性所壓垮的。首先，人們是通過把刺激輸入置於某一類別來

加工他們的；其次，所有的決策都涉及分類：要確認一件物體，就要對它是否屬於

某一類別作出決定；一旦把這一物體置於某一類別，即被確認後，就要根據這一類

別固有的特性，對應該怎樣對該物體作出反應進行決策。 

  概念：一個類別，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概念，概念是思維過程的核心，學校學習

不僅要形成概念，即讓學生知道某些東西屬於這一類別，其它東西不屬於這一類

別；而且還要使學生獲得概念，能夠發現可用來區別某一類別的成員與非同一類別

事物的各種屬性。 

  以縱橫碼為例，其取碼原理是根據漢字四個角的筆畫來決定其編碼。按皮亞傑

（Jean Piaget）的說法，就是屬於學生的已有信息體系內的知識。採用筆畫取碼是

漢字筆畫「同化」(Assimilation)的過程，新信息 ── 縱橫碼就被包容在學生已有的

知識架構中。縱橫碼取碼原理也符合布魯納（J. Bruner）的理論。學生學習筆畫取

碼即知覺階段；進而把不同的筆畫納入相應的編碼即歸類階段，學生用縱橫碼編碼

法輸入文字即概念階段。由此可見，縱橫碼具有紮實的理論基礎和深厚的教育價值。 

4. 發揚國粹，學習漢字的正確筆畫 



  文字作為人類文化的標誌，代表著不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水平。漢字是符

號文字，每個字的本身都包含著豐富的信息量，也是最能增進聯想能力的文字。 

  很多種形碼輸入法利用了漢字的筆畫特徵和可拆分性進行編碼。某些字根式形

碼方案存在著違背漢字結構的原則；筆畫式形碼方案也存在著任意拆分和筆順不夠

規範的問題。 

  國家文字工作委員會和國家教委 1997 年聯合發出通知，要求在中、小學推廣

漢字輸入法的形碼時，其漢字拆分原則必須符合漢字的「筆順」，不符合規定的，

不能推廣。已有的或將來有的形碼的拆分原則必須是或接近漢字的「筆順」。縱橫

碼作為一種形碼，基本上是按照漢字「筆順」來拆分漢字的。縱橫漢字編碼是具有

直觀性和科學性的漢字編碼，它抓住了漢字為象形文字的特點，考慮漢字基本筆畫

和基本部首的兩個特徵。故此，縱橫碼的優越性越發顯露出來。 

  漢字又被稱為「方塊字」。縱橫碼利用方塊擁有四角的特徵，簡易地進行編碼。

原理雖簡單，但部份同學對某些繁體字的輸入總是感到困難。深究其因，是由於同

學對該等字的筆形一直有錯誤的認識。例如，「比」字，很多同學都誤以為它的縱

橫編碼是「2177」，皆因有些同學習慣書寫「比」字時，右上筆是寫一橫畫；然而

正確寫法應是一撇，即「比」字的縱橫編碼是「2077」。與此字例相關的字包括：

「匕」、「北」、「此」、「些」、「能」、「態」及「熊」等字。凡此種種，皆

是由於有些同學對個別字的筆形一直存在些誤解，所以每當糾正學生此類錯字時，

就如糾正他們的書寫方法一樣。 
 
  從上述例子可見，部份香港學童對繁體漢字筆畫的認識較為貧乏，反映出香港

書法教學有所不足。此外，由於信息科技發達，計算機應用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

一部份。學生親繕書信、文章等機會愈來愈少，以致學生對漢字的正寫能力每況愈

下。運用縱橫輸入法編寫文章，學生必須對每個方塊字的四角筆畫有正確的認知。

透過輸入有關橫、豎、點、捺、撇、鈎等數字代碼，有助鞏固學生對漢字的認識，

亦有助於保持漢字的正統性。 

5. 縱橫碼應由誰來教學 

  目前，縱橫碼的課程可算是語文和計算機兩科的結合，教學任務大都是由計算

機老師負責，究其原因，乃是計算機以往不夠普及所致。縱橫碼的教學內容包括筆

形、單字、詞組及文章的練習，其中的教學元素都離不開漢字的筆順、結構、詞彙

等。所以，如果由中文老師負責縱橫碼的教學，將有助於啟發同學對縱橫碼的思考

及興趣。進一步而言，把縱橫碼融入語文課程內，對學生學習語文及輸入法均會收

事半功倍之效。 



  筆者認為，縱橫碼的教學應該採用一種語文科老師和計算機科老師分工合作的

模式。語文科老師運用其專業本科知識教授學生學習縱橫碼，而計算機科老師應該

專注於計算機教學軟件的開發，在教學上提升應用計算機技術的層面。 

6. 結論 

  第一，縱橫碼應該在兒童時期學習，在小學的教學屬學習階段，在幼兒園的教

學屬啟蒙階段。漢字輸入法應該在小學階段推行，漢字輸入法應列入小學正規課程

內並要求小學生具備以縱橫碼輸入中文的能力。這樣，小學生應用計算機的能力必

將大大提高，會及早提高全國應用計算機的水平。 

  第二，學習縱橫碼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從對文章的認識到策劃，進而

速讀，在每一個層面都增強和培養學生閱讀方面的能力，亦有助培養學生泛讀習慣。 

  第三，縱橫碼的設計原理完全符合教育心理學有關的認知理論，具有紮實的理

論基礎和深厚的教育價值。 

  第四，縱橫碼能發揚國粹 ──漢字系統，配合語文教學，有助鞏固全國學生乃

至非華裔學生對漢字的認識，促進漢語言的發展。 

  第五，縱橫碼的教學應該採用語文科老師和計算機科老師分工的模式。語文科

老師教授縱橫碼原理及技能，而計算機科老師專注於教學軟件的技術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