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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巧”提高纵横录入速度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昌黎路小学  林  林 

说起“0—9”，现在很多人都想到它们不仅仅是阿拉伯数字，更是汉字

录入的好帮手——纵横输入法。纵横码作为一种汉字输入法，以其易学好

用的特点、采用 “0—9”这 10 个数字作为基本码元的一种输入法，为越

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小学生）所认识、接受。作为一名纵横汉字输入法

的导师，面对一群活泼好动的小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我不断探索如何提

高学生纵横汉字录入的速度，下面谈谈我在课堂上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打字速度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而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

力、耐性较差，有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在教学训练中我巧妙安排了激发兴

趣——规范训练——竞赛提高等有科学的方法，逐步提高学生的纵横录入

速度。 

一、激发兴趣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告诉我们不论做什么，

兴趣都是非常重要的。 

练习打字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小学生的年龄还小，以无意注意为

主，让他长时间地坐在电脑旁去重复敲打键盘，练习枯燥乏味的打字比较

困难的，特别是遇到难字时，学生更容易产生退缩心理。为了使学生能够

坚持学习，在学习基本功阶段，我采用了 “小口令”记忆法、“积少成多”

记忆法来帮助学生记忆“难”字的输入码。“小口令”记忆法更利于学生的

轻松记忆，例如：“母”，是一个比较难析别的独体字，相应的输入码是“770”，

按谐音给它编个口令：“亲亲你，气气你”，问学生：“你常常气你妈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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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亲亲你的妈妈，不可以气她呀”，逗得学生都笑了。通过开玩笑的口吻来

舒缓学生的紧张和烦躁心理，并在老师的话语中加入“难”字的谐音，使

学生在笑中达到记忆的效果。“积少成多”记忆法：我要求学生在每天的“家

庭学习反馈表”中记下练习中碰到的难字，在第二天的教学中我们把这些

难字罗列出来，全班一起帮忙解决，人多力量大，而且还能积少成多，难

字也就越来越少了，速度也就越来越快了。在完成文章录入阶段，我通常

会给他们一定的趣味的录入任务，让他们更有兴趣、更有动力完成任务。

比如有一篇练习文章的内容是介绍“杭州西湖醋鱼”这道名菜的，我向学

生介绍这道名菜是酸甜口味的，学生在第一次录入后我要求学生“再做这

道菜”，比比第二次完成后，看看谁做出来的“菜”更甜，谁做的“酸”（比

第一次快的为甜，慢的为酸）。结果学生们都做出了比第一次“甜得多的菜”

来。 

二、规范训练 

计时速度训练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打字的准确性和速度。为达到这一目

标，我按照循序渐进的方法，分为单字——词组——句子——文章四个阶

段进行基本功训练。 

第一阶段是通过数字、单字训练提高学生对小键盘的熟悉程度及识别

字根的能力。 

第二阶段是词组训练。文章里面大多是词组，只要词组熟悉，打得快，

文章打起来自然也得心应手。因此在训练中，当学生熟悉字根，知道了纵

横输入法的基本要领后，我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训练，让学生进行词组训练。

在“纵横输入法”中，有着丰富的词汇练习，能否很好地应用这些技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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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提高的根源所在。培训时，我非常注重强调词组的输入，但我更多的

把游戏教学渗透到词组训练中来。例如，让学生进行抢答接龙游戏，通过

游戏训练学生对词组的记忆。如，我给学生一个“学”字，让学生通过抢

答的形式到教师机上来完成词组接龙，词组不限被字数，可以是二字词组、

三字词组、四字词组，甚至是多字词组，同时要求学生把词组打出来后还

要说出这个词语的简码，这样一来，学生们兴趣盎然，争先恐后地举手要

来展现自己，“学习——习题——题目——目光——光照度……”一个个词

组跳跃在电脑的屏幕上。这样，迫使每个学生都得积极、主动地去发现、

了解、记忆更多的词汇。没能抢到上台展现的同学则在看的过程中思考，

在听的过程中记忆。这样通过抢答接龙游戏，使学生在打、说与看的过程

中，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词汇，为提高录入速度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句子的训练，在句子训练过程中，我把纵横与语文教学联

系起来，给学生几个词语，让学生把这几个词语连成一句通顺的句子，并

把它打出来，看谁句子打得快。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既检验了学生对词组

的掌握程度，又使学生认识到其实句子是由一个一个的词语联接而成的，

要攻克它并不困难，打字速度也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第四阶段就是文章训练了。选什么样的文章作为练习用，是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因为打字课的重点应放在培养打字技巧上。所以在文章的选择

上，我花了很多的心思，有学生课本中出现的课文，又有一些童话、歌词、

顺口溜，也有关党和国家政治的一些报告，通过学生熟悉的文章，或喜闻

乐见的内容来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学生更有兴趣于打字训练。 

在纵横汉字输入中，记住简码、运用简码更是提高录入速度的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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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教学训练中，我常常采用背诵、想象的方法来帮助学生记住字、

词简码，力求做到借助简码，花更少的时间、用最少的码数打出更多的字、

词，也不花太多时间停留在找录入字词相对应的序号上。比如我说出一个

数字，学生先想象回忆出现在该数字的字、词简码，然后快速地在电脑中

打出来，比比谁又快又准。同时，在纵横输入法 2002 简易版中有一个很好

的分词练习，通过分词练习，学生能更好地分清文章中的词组，从而提高

文章录入的速度。我做过实验：先把学生分成两组，同时录入同一篇文章，

一组直接录入文章，另一组先在分词系统中练习，5 分钟后两组同时再一次

录入该篇文章，结果显示，经过分词练习的学生的速度明显比没有经过练

习的学生速度快得多。 

三、竞赛提高 

小学生有着强烈的好胜心，为了促使学生打字速度的提升，必要的竞

赛是不可少的，因此在训练过程中我采用了“抢登宝座”和“纵横金字塔”

两个策略。 

“抢登宝座”：在纵横培训班中，我和学生有这样一个约定：凡是当天

总成绩在全班排第一的，就坐到 A1 那个座位。这下子人人都摩拳擦掌，大

家都想要坐到那个属于第一名的“宝座”上去。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学生

们训练更加刻苦，每天都积极地参与到训练中来。每次培训课最后阶段的

“抢登宝座”这个环节成了学生们最期待的时刻，大家都使出全劲，目不

转睛地盯着屏幕，手指在小键盘上挥舞着，成绩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当一个学生坐到“宝座”上时，都引起其它同学羡慕甚至是忌妒的眼光，

大家都想把他挤下“宝座”，让自己成为上面的主人；而坐上“宝座”的同



学则是千方百计地想保住它。这样一来，竞争促使每个学生都自觉地投入

到训练中来，成绩自然也就得到飞速地提高了。 

“纵横金字塔”：“宝座”毕竟只属于个别学生，当其他学生经过努力

却总无法攀登时，会产生退缩心理，进而不再进行训练，使已取得的成绩

付之东流。为了照顾大部分学生，我决定在培训班中设立“纵横金字塔”。

我设计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道具，并把金字塔分成五层，由底至顶分为每

五分钟 400 字以上、500 字以上、600 字以上、700 字以上及 800 字以上五

个级别，把学生的名字做成卡片，每周按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及提高的程度

进行“上塔”仪式，学生的名片根据成绩高挂在不同层的金字塔上，既让

学生了解自己的成绩在班中的排名，又使学生有了一个最接近自己的追赶

对象。同时，为了激励学生的进步，我又设立了第二个“纵横金字塔”，即

针对学生打字速度的，特别是那些速度较慢的同学，虽然基础差，但他的

提升空间大，经过自己的努力，一个星期提高 30 字也是有可能的，因此他

也有可能登上“金字塔”的顶端。这两个“金字塔”使学生都有可能达到

塔顶，学生们兴趣盎然，打字的积极性更高了。在这项活动中，速度快者

成绩得到稳中提高，而基础差的同学则得到了飞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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