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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信息技术基础》

前言

　　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三大关键技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命
科学和生物技术；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材料技术。信息技术居三大关键技术之首。国民经济的发
展采取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的方针，要求在所有领域中迅速推广信息技术，导致需要大量的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计算机学科发展的原动力，计算机科学
是一门应用科学。因此，计算机学科的优秀人才不仅应具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能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优秀人才是社会的需要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对于培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才十分重要，而教材
的选择是实施教学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践型教程》主要考虑了下
述两方面。　　一方面，高等学校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了基本的必修课和部分选
修课程之后，立刻进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软件和硬件开发与应用尚存在一些困难，而《21世纪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实践型教程》就是为了填补这部分空白。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使学生不仅学会了计算
机科学理论，而且也学会应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
内容需要经过实践练习，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因此，本套教材增强了实践性、应用性和可理解性，
并在体例上做了改进——使用案例说明。　　实践型教学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紧
密结合的学科特征，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有特殊的作用。
因此，研究和撰写实践型教材是必需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优秀的教材是保证高水平教学的重要
因素，选择水平高、内容新、实践性强的教材可以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快速提升。在教学中，应用实
践型教材可以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和交流表达能力。　　实践型
教材应由教学经验丰富、实际应用经验丰富的教师撰写。此系列教材的作者不但从事多年的计算机教
学，而且参加并完成了多项计算机类的科研项目，他们把积累的经验、知识、智慧、素质融合于教材
中，奉献给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教学。　　我们在组织本系列教材过程中，虽然经过了详细的思考和
讨论，但毕竟是初步的尝试，不完善甚至缺陷不可避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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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训一算
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髓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有关“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
学要求，并按照计算机基础教学分类、分层次组织教学的思路，由多年从事计算机基础教学教师根据
教学改革经验和课程特点编写，全书共分7章，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办公软件应川、计算机
网络及网页设计、多媒体技术及应用、信息检索及信息安全.数据库技术基础和程序设计基础。
在内容组织安排及编写上。涵盖了多个模块，侧重于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讲述，注重
基本操作的训练，将计算机基础知识介绍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
《大学信息技术基础》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大学计算机基础教教材，也可以供广大计算机爱好者学习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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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计算机的分类计算机按照不同的原则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　　1）按信息在计算机中的处理方
式分类　　按照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形式是以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来划分，可以分为数字计算机、模
拟计算机和数字模拟混合计算机。通常所说的计算机就是指数字计算机。　　数字计算机内部处理的
是数字信号，采用二进制运算，主要特点是“离散”，在相邻的两个符号之间不可能有第三种符号存
在，是通用性很强的计算工具，解题精度高，便于存储，既能胜任科学计算和数字处理，又能进行过
程控制和CAD／CAM等工作。　　模拟计算机内部处理的是模拟电信号，所有的处理过程均需模拟电
路来实现，电路结构复杂，抗外界干扰能力较差，模拟计算机很适用于动态系统的仿真研究。　　数
字模拟混合计算机是取数字、模拟计算机之长，既能高速运算，又便于存储信息。但这类计算机造价
昂贵。　　2）按功能分类　　按计算机的功能一般可分为专用计算机与通用计算机两类。专用计算
机用于解决某个特定方面的问题，配有为解决某问题而用到的软件和硬件，专用计算机功能单一，可
靠性高，结构简单，适应性差。但在特定用途下最有效、最经济、最快速，是其他计算机无法替代的
，如军事系统、银行系统的专用计算机、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数控机床等。　　通用计算机功能
齐全，适应性强，用于解决各类问题，它既可以进行科学计算，也可以用于数据处理，通用性较强。
目前人们所使用的大都是通用计算机。　　3）按计算机规模分类　　按照计算机规模，并参考其运
算速度、输人输出能力、存储能力等因素划分，通常将计算机分为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和微型机
等几类。　　尽管长期以来这类名称一直在使用，但是这种称呼不确切，因为计算技术发展很快，有
些在大型机中使用的技术今天可能已在微型机中实现，例如Intel8038632位微处理器主要采用了20世
纪70年代大型机才采用的技术，其性能已达到当时大型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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