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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形成了融合度最高、潜力最大、增长最快的信息产业，而且成为
推动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和全面变革的关键因素。进入21世纪，我国的信息产业虽然已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国家信息化的发展和信息产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迫切
需要高素质、创新型的计算机专业人才。高素质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高质量的计算机教育。
我们的专业虽然机会多，处于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件事，就是从规模发展向质量
提高的转变。怎么提高质量？专业素质的教育和应用素质的训练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
大众化发展阶段，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需求。而与此同时，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已
极大地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框架，形成了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之下向多个专业方向发展的新格
局。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试行）》（以下简称“专业规范”）。专业规范按照“培
养规格分类”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三种类型、四个方向，即科学型（计算机科学方向），工程型（计
算机工程方向、软件工程方向），应用型（信息技术方向）的计算机专业发展建议，体现了社会对不
同人才类型的需求，对于指导我国计算机教学改革与建设，规范计算机教学工作，促进计算机教学质
量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水平的教材是一流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了配合专业规范的试行，
便于广大高等学校教师按照新的专业规范组织实施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大力支持专业规范研究与
起草工作的同时，还邀请规范起草小组的有关专家成立“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列教材编审委
员会”，组织规划了结合计算机专业规范、面向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高等学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列教材”。令人高兴的是，一批有创新、改革精神，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等学校教师
投身到新体系计算机专业教材的编写中来，他们用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辛勤的汗水诠释专业规范的思
想，把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生动地传达给师生，并进行着有意义的教学实践。“高等学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列教材”以专业规范和cc2001—cc2005有关教程为依据，以强化基础、突出实践、注重创
新为原则，体现了学科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新成果。此外，这一系列教材还配有丰富的教学辅
助资源，并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相结合，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使教材更有利于广大教师和学生
使用。目前，这一系列教材有不少选题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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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数据库技术所涵盖的范围很广，难以在本书中详细介绍每种数据库技术。本书按新一代数
据库技术网络化、智能化、多维化和协同化等特征组织内容，选取了基本的和具有代表眭的一些数据
库技术。分共6章。本章是本书的绪论，简要回顾了数据库发展，讨论了新一代数据库技术的范畴和
实现途径，给出了现代数据库技术及应用展望。第2章：数据库理论基础。简要介绍关系理论，主要
包括关系数据模型、关系模式设计和事务处理等关系理论基础，然后介绍面向对象数据库、对象关系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等。本章知识点是高级数据库技术的基础。第3章：基于时间的数据库
技术。主要介绍多维数据库技术，时间是自然界的重要属性，也是新一代数据库的重要特征。该章主
要介绍时间数据演算、时态数据库技术、实时数据库技术、时空数据库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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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很乱，就像是直接从论文集中抄来的，不过有一点，介绍了一些好的会议，这点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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