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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 2007 年 3 月成为河南省纵横码教学研究实验学校。自开展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促进潜能发展

教学实验课题以来，市教研室及学校高度重视，调动信息技术教研组精干教师 6名组成专门的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积极创造实验条件、创新实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实验，提高了学生的打字速度

与计算机操作水平，培养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广大师生对纵横码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对纵横信息数字化学

习热情进一步高涨。 

一、活动的开展过程 

本阶段把“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优化中学生写作过程”子课题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首先确立实验的

目：我们课题组把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与中学生写作教学相结合，研究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会给中学生的

写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促进学生潜能的发展有何积极意义，作为本次研究探索的方向。然后根据初

中生的生理、心理和接受知识的特点，对通过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怎样培养和提高学生写作速度进行探索

研究，对于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如何促进写作思维的流畅性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进行探讨。在实验中主要采

用行动研究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发现问题，调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结合运用调查法、分

析法、实验法、对比法、探索法、统计法、总结法等多种方法。把认知心理学、斯佩里左右脑分工控制理

论、知识建构理论作为我们实验的指导性理论。 

具体的操作：我们把两个班 100 名初中生作为实验对象。 

第一阶段  对实验对象进行纵横码输入法知识的培训，练习纵横码提高输入速度。 

这一步是纵横码数字化学习优化中学生写作的前提条件。本阶段又分为三个时间段进行培训即：1、

纵横输入法基础知识的学习。2、词组与高频字、词的学习与训练。3、综合训练。目的是能快速准确的进

行打字，在使用电脑进行作文创作时其思维将不会受到输入速度的影响，进而提高写作的速度。 

第二阶段  拓展运用纵横信息数字化在作文教学中的空间，探讨新的写作教学模式与方法，从而促进

写作思维流畅性的发展。 

1. 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与电脑写作教学的无缝对接 

纵横信息数字化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教学手段，更是一种教学创新。不仅体现在一些表层的

现象上，如“速度性，快捷性，方便性”上，更体现了了一些深层内在的教育理念上，如在写作方面的创

新思维上，其中包括“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抽象思维”等等。 

2. 通过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促进中学生写作思维流畅性的培养 



○1  恰当地运用纵横信息数字化创设多种情景来激发学生的习作兴趣 

如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媒体创设丰富的情景，使学生对事物有多方面的认知感受，大大提高起思

维的活跃性，加上纵横码输入法的易学好用,输入快捷，词汇丰富的特点，对学生们稍加启发与引导，学生

们就对产生跃跃欲试的激情。 

○2  运用纵横信息数字化训练学生思维流畅性 

纵横信息数字化的学习不仅仅培养学生输入文字的技巧，而且注重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通过纵横码

和网络应用的结合，使学生能够在 Internet 上获得自己有用的信息，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3  利用纵横输入法的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提高写作者的思维流畅性 

某些拼音输入法需要会念出正确的读音才能打出文字，并且重码率很高。而笔形输入法需要麻烦的拆

字才能打出文字，使用这些输入法在行文创作过程中无疑影响了作者的思维，使作者的思维在输入文字和

写作中来回跳跃，使得创作中思维混乱，甚至思维中断。而纵横输入法的词汇量丰富，词组输入规则简单，

并对高频字词进行编制简码，对于写作中文字大部分都以词组和高频字、词的形式出现，使用纵横输入法

大大简化输入步骤，提高了录入速度，并且在行文的过程中不用过多的考虑输入法的影响，提高了思维的

流畅性。 

第三阶段  运用斯佩里左右脑分工控制理论指导研究纵横码对写作思维流畅性的研究 

1. 纵横码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对左脑开发的促进作用，纵横汉字输入是右手单独操作进行，输入文字

的过程也既是对不同汉字的四角拆分、辨认及加工的过程。使用纵横输入法长期大量的输入、训练会使大

脑左半球受到不停的受到主动的刺激，使得不断开发着大脑左半脑的潜在功能。而大脑左半球最善于的工

作之一就是写作, 对左脑的开发表现在写作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上，进而表现在对写作思维流畅性的促进作

用。 

2. 多种纵横写作形式的训练，促进大脑两半球的均衡发展 

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大脑两半球的语言有一个认知发展过程，即由左脑优势发展为左、右脑均势。 

在课题的进行过程中，课题小组集思广益，采用多种作文形式：音乐作文、看图作文、命题作文、补

充作文、网络博客等对实验班进行训练。右脑侧重于图像与音乐的识别与欣赏，善于联想与创造。 

纵横信息数字化写作研究实验过程中，注重开发左右脑潜能，使之均衡快速发展，进而提高写作思维

流畅性，大幅提高学生作文写作速度和写作水平。 

二、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在实验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课题组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充

分发挥每个组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1. 培训纵横码输入法基本操作方面： 



○1  解决方案：加强词组与高频字、词的学习与训练。 

○2  解决方案：引入指法游戏、指法教学音乐，采用互动式、互助式教学等方式，增加兴奋点，激发

学习兴趣。 

2. 纵横数字化学习与中学生写作方面 

起初研究小组成员们，出现研究方向不明确性，找不到纵横教学与作文教学的契合点，思维被限制在

纵横输入法的范围之内。 

解决方案：拜访有经验的语文教师，调查学生习作中出现的问题与情况；开阔思路，创新思维，从各

个角度来对纵横数字化学习进行讨论，找出它的内涵与外延；组织组员们学习交流各种教育学心理学及方

法学的先进理论，定期开研讨会对实验的过程与数据实时跟踪与分析。经过不懈的努力，大家的思路大大

的开阔了和理论水平也增强了，并且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教学方法和研究方向。如：在纵横码教学中提出以

纵横码的自身特点培养“发散思维，聚合思维，抽象思维”，进而促进写作思维方式的开阔性；在教学中

采用创设多种情景的方法，合理利用网络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以纵横数字化学习的外延促进习作兴趣，扩

大信息来源，提高写作流畅性；在教学中以运用斯佩里左右脑分工控制理论指导研究纵横码对写作思维流

畅性的研究方向等等。 

三、实验的结论 

在实验教学中，实验数据随这实验过程随时采集随时分析，最后再进行整理对比，通过对普通班的比

较和实验班各个实验过程的数据比较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通过培训使得参加培训的初中生的写作水平有较

大的提高，并且在校内打字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增加的同学们学习纵横码的积极性，并且在与其他班

的调查比较中突现了纵横输入法的优越性。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系统中本码特点的“快捷”与“高效”的特点，

使实验对象获得的写作速度的大量提高。传统写作教学中多数学生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咬笔头”，也就是在

构思阶段，或者所谓边想边写阶段，通常写一篇作文（字数 500 字左右）需要一节课（45 分钟左右）的时

间。而我们的实验阶段，看图作文、音乐作文、补充作文要求学生是 20 分钟左右完成，从实验反馈来看，

作品完成的质量也是十分突出的，证明了纵横信息数字化学习确实能够提高学生写作的发散思维，促进写

作的思维流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