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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高级进阶》

内容概要

《Android高级进阶》是Android的进阶学习指南，主要为Android初中级开发者进阶所需的知识，高级
开发者也可以从本书中发现很多共鸣点。《Android高级进阶》从8个方面对50个知识点进行分类讲解
，包括基础篇、系统架构篇、经验总结篇、新技术篇、性能优化篇、移动安全篇、工具篇、测试篇。
熟练掌握这些知识点后，应该就能够应付实际项目开发中的绝大部分问题了。
《Android高级进阶》的主要目的在于给读者一个完整的Android中高级开发者知识图谱。笔者希望通
过《Android高级进阶》的系统讲解，能够帮助读者在面试和工作中收获自己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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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书馆借来的，本来打算一个月看完的。结果一天就看完了。内容不是一般的敷衍。
2、how-can-i-detect-copy-pasted-code-using-git⋯⋯
3、虽然作者对各种技术细节都没有详细深入的讲解，但是却给读者在安卓实际开发方面提供了大量
的信息，可见作者平时一直也在关注各种新技术。这本书买来时60多元，光凭借这些信息，完全值回
书价了。安卓方面这类书籍实现是少，大部分是入门级书籍，作者能够填充这块的空白，直接5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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