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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早已步入科技时代、信息时代，计算机作为一种基本技能已经进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我国特别是占总人口比例 70%的

农村，由于经济条件差、计算机设备设施严重缺乏等原因，普及信息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的夙

愿，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如今随着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城乡统筹步伐的不断加快，作为各级

政府重中之重的新农民培养工作已经提到重要日程上来，要想使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广大农民

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适应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普

及计算机基本知识，抓好计算机基本技能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大多数农民年龄偏

大、文化底子薄、汉语拼音基础差，在每次培训过程中，作为计算机入门基本技术的汉语拼

音输入法或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学习和训练占用时间都很长，其不仅严重影响计算机技能培训

整个进程，也导致很多农民由于不会汉语拼音而放弃学习。纵横码输入法的推广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难题。它的特点就是简单易学、输入快捷、单手录入、小键盘操作、重码率低，适用

范围广。 

近年来，我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加强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实行“一校挂两牌、一长管两校、一师任两教”制度，

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和农民培训。在市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2004年以来，

我们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以纵横输入法培训带动市民计算机培训

工程，提高了广大群众的信息化素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以下是一些点滴体会： 

一、加强领导、科学安排 

为了搞好纵横输入法推广这项工作，我校做了认真的部署。首先，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

社区教育干部为副组长和计算机专业教研组长组成的领导小组，统一规划部署纵横输入法的

组织、教学工作。根据教材、本地居民情况，制定了因地制宜的教学大纲，其宗旨不仅要让

农民学习好计算机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计算机专业知识和其他领域知识联系起来，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选派我校深受农民喜爱的计算机专业骨干教师为主讲教师，负责纵横汉

字输入法的教学。 

在“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班开班前，首先要求主讲教师采取“先学”、“再练”、“后



讲”的方法进行集中培训和备课。要求每个教师在集训中，一边看书，一边上机练习，一边

互相探讨；使教师首先了解纵横码的特点，进而掌握纵横码的操作法和授课的要点。通过集

体培训备课，老师们深切的体会到：“纵横汉字输入法”非常适用农民和年纪偏大、文化水

平较低的人群学习，一学就会，容易掌握，不用再为农民学不会文字录入而发愁，从而提高

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二、利用资源、开展培训 

我们不仅充分利用教师资源，还在“三教统筹”的基础上，面向广大农村和社区，全面

有序开放学校的教育资源，包括计算机专业教室等信息教育资源，使面向社会的较大范围、

较大规模的计算机培训成为可能，为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提供了良好的培训环境。 

每学期，我们都要给社区居民进行 1——2次的培训，每次至少为期 1 周。为了在假期

也能充分利用资源，我们将所属辖区居民进行统计，将没有电脑的家庭报上来，统一配备学

校的电脑，做好接管，开学后再返还。这样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练习时间。在几次的计算机

比赛中，我们所培训的居民，全部合格，成绩不错。这也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操作水平，从中

发现问题，改进教学。 

近几年来，不仅教委领导给与大力支持，保证专项资金投入，学校也是从方方面保障了

纵横输入法推广普及以及市民计算机培训工程的顺利实施。 

三、精心组织、实施教学 

大部分农民学员连计算机摸都没摸过，当第一次面对计算机，教师教他们开机时，他们

就坐那里看着不敢动手。面对农民学员的畏难情绪，我校在培训过程中始终本着低起点、低

要求的方针精心组织，规范管理，针对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基本上每期培训需要十三

天的时间。 

第一步，认识计算机，让学员学会开关机，了解键盘的分区情况，并能熟练使用鼠标，

为学习纵横输入法做好准备工作。 

第二步，纵横输入法的教学。 

（一） 教师示范，区别此输入法和其他输入法的不同：分别用微软拼音输入法和纵横

输入法在 Word 中输入同一段文字，让学员了解两种输入法敲击键盘的次数和输入的速度，

以便学员们了解纵横输入法敲击键盘次数少、输入速度快和单手操作等优点，激发学习兴趣。 

（二） 小键盘指法训练。在文字录入中正确的打字指法是至关重要的，教师先用投影

讲解右手在小键盘上的正确摆放位置，以及每个手指所控制的键，并示范敲键姿势，学员基

本记住了每个手指所对应的键位后，教师利用纵横输入法教学系统——小键盘指法训练软件



做小键盘练习，等他们能比较熟练的打数字后，开始引入小键盘游戏，让学员在轻松的氛围

中熟悉小键盘，大致 3 个小时左右学员就可以熟悉小键盘的指法，5 个小时后能基本盲打。 

（三） 讲授基本笔形。在熟悉小键盘指法后就要求学员记忆笔形与数字代码之间的关

系——四句笔画编码口诀，并分析十种基本笔形的特点。接着让他们打开纵横输入法练习软

件，从彩色字开始练习笔形编码，通过 5 个小时的反复练习，学员基本都能做到见字知形、

见形知码。 

（四） 单字取码法的讲解和训练。单字输入是纵横码输入法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培

训中我们先播放纵横输入法教程，边看边分析讲解，学习单字的拆分和取码规则，然后拿出

大量的字带着学员一起来拆，等他们基本掌握单字的拆字方法和编码规则，就用软件练习单

字输入，练习中学员对一些特殊字拆分取码不会或者不理解，教师就把字拿出来让学员集体

讨论然后打出来，这样既培养了他们拆字能力也提高了学习积极性。通过三天的单字练习，

学员基本能很快的将一般的字拆开并编码。 

（五） 词组取码方法的讲解和训练。单字编码是词组编码的基础，在前几天学习的基

础上，教师开始讲解词组的取码规则，为了方便记忆还用算术来表示编码，比如：二字词的

编码就是 3+3，三字词组的编码时 2+2+2……通过详细的讲解和具体的实例分析，学员很快

就掌握了词组的取码规则，然后进行词组的输入训练。经过两天多的练习，学员能对一些常

用词进行编码。 

第三步，强化训练，提高打字速度。掌握了单字和词组的编码方法后，就要求学员练习

整篇文章的录入，并通过测试软件，随时了解自己的打字速度，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进步。 

第四步，拓宽外界交往，巩固纵横输入法的学习成果。通过前面的学习，学员已经能很

熟练的用纵横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为了让他们更好体会学习计算机的乐趣，带领他们上网

浏览，教他们申请邮箱和 QQ，并用 QQ 与亲人朋友进行交流，妇女主任的女儿在 QQ 里说：

“老师真棒啊，居然让 a o e 都不认识的老太太能上网聊天了！” 有个大叔在网上看到滴水

壶的图片说：“原来我家这么美啊！” 由此，在拓宽他们和外界交往的同时，也巩固纵横输

入法的学习成果。 

四、善于总结、注重实效 

鉴于此项技术推广普及、培训力度较大，同时还要做好培训学员的追踪调查、骨干培养

及一系列相关的工作。在加大推广培训力度的同时，要保证质量，注重实效，以保证纵横汉

字信息技术推广培训工作稳步扎实进行。  

每期培训工作结束后，我们认真做好总结，分析情况，挑选骨干，并随时和培训学员保



持联系，解答疑难问题，帮助他们将纵横汉字信息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学员们运用纵

横汉字信息技术在社保、物业管理、村务管理、种植养殖、家政服务、自动化办公等领域及

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定期举办座谈会，组织学员介绍经验，交流心得，

注重典型经验的分享。  

五、不断努力、初见成效。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组织选派 30余名选手参加了区级输入法比赛，25名全部合格，

获得证书，初见成效。经过调查了解到，此项输入法培训工作得到了很多居民的欢迎，在他

们的工作中也发挥了作用，能够学以致用。 

六、归纳总结、发现问题 

几年来的纵横输入法培训工作的开展，使我们深刻的体会到，纵横输入法与以往汉字输

入方法比具有以下的优势：（一）不需要拼音基础，非常适合年龄偏大的人学习。（二）编码

简单，易学实用。与五笔输入法比较，纵横码笔形简单易记，又不要求学习者识字量，适合

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习。以前总有学员因为不能掌握输入法而半途而废，而在纵横码输入法

培训中所有学员始终保持高涨的学习热情，圆满完成各项学习任务。（三）纵横码汉字输入

法采用小键盘单手数字输入，节约了熟悉大键盘所用时间的同时，也把左手从打字中解放出

来。（四）纵横输入法出现重码的频率相对于别的输入方法来说是大大的减少了，便于查找。 

我们对农民普及计算机知识和纵横输入法的培训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培训中也有不完善

的地方，在组织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的地方；农民的综合素质相对较差，十三天一期的培训略

显仓促，可在以后培训中适当延长培训时间；很多农民家里没有计算机，时间一长就可能都

忘记了，影响我们的培训目的，对他们进行定期巩固复习是很有必要的。诸如此类的情况都

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培训效果，在今后培训中我们会进一步加以弥补和改进。 

总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农村

现代化建设才会稳步推进。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推广普及，激发了广大市民群众学习计算机、

应用计算机的兴趣和技能，铲除了市民与网络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快了数字家园的建设，提

高了新农民的信息素养，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