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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尽快掌握计算机技术的需求与曰
俱增。
因此，近年来计算机专业成为高校普遍开设的热门专业，但各学校对计算机专业内涵的阐释和实践却
不尽相同，体现出了差异和个性。
从实践上看，为了加强专业认识和引导，各高校陆续开设了计算机引论或相似的课程。
但作为导引性课程，其教学内容究竟应该着重于哪些方面，却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这
种争论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也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类是对
计算机专业知识的概述，试图总览全局；另一类是从方法论入手，对计算学科的主要内容进行系统化
、形式化的概括。
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彼此不可全盘否定，根据因材施教的一般教学规律，要依教学的具
体对象而定。
对专业知识基本不了解且抽象思维训练较少的学生来说，第一类教材比较适合，因为讲授的知识比较
具体、形象，容易接受；而对于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抽象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说，第二类教材将为
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专业知识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并进行形式化方法的训练，这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计
算机专业知识体系将有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对普通高校刚入学的计算机专业或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计算机引论课程的教材以选择第
一类教材比较适宜。
但很遗憾，现在这类教材还比较匮乏，供选择的余地不大，个别教材偏向了计算机文化基础方向，对
计算机专业学习基本没有帮助.受此影响，一些学校甚至将计算机引论课程当成计算机文化基础课上，
这是很不合适的。
根据实际教学的要求，迫切需要一本适合的教材，因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计算机导论》，经过两年
多的试用，对原讲义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充实，本书着力加强了知识的系统性和适用性。
本书力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计算机专业知识，全书除绪论外，从逻辑上可划分为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安全四个部分，共12章。
全书从计算学科最核心的理论——图灵机模型入手，在形象、直观的论述该模型后自然地展开数据编
码、系统结构等内容，涉及了计算机专业几乎所有主要专业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使学生通过
学习本课程后能对计算机专业有个整体的认识，并掌握各专业课程的内在关系，明确进一步学习的目
标。
本书绪论部分及第1、2、3、4章由祁亨年撰写，高志刚、孙圣力参与了其中部分内容的撰写，第5、6
章由莫路锋撰写，第7章由司华友撰写，第8章由刘合翔撰写，第9章由王勋撰写，第10章由白剑宇撰写
，第11章由王国英撰写，第12章由汪杭军撰写。
高志刚对全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全书由祁亨年、汪杭军负责统稿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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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面向21世纪高职高专计算机系列规划教材之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计算机专业知识，
全书除绪论外，从逻辑上可划分为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安全四个部分
，共12章。
全书从计算学科最核心的理论——图灵机模型入手，在形象、直观的论述该模型后自然地展开数据编
码、系统结构等内容，涉及了计算机专业几乎所有主要专业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使学生通过
学习本课程后能对计算机专业有个整体的认识，并掌握各专业课程的内在关系，明确进一步学习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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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多媒体系统需要将不同的媒体数据表示成统一的结构码流，然后对其进行变换、重组和分
析处理，以进行进一步的存储、传送、输出和交互控制。
所以，多媒体的关键技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频、音频等数字媒体压缩和解压缩技术由于数字化的图像、声音等多媒体数据量非常大，而
且视频、音频信号还要求快速的传输处理，这致使一般计算机产品特别是个人计算机系列上开展多媒
体应用难以实现，因此，视频、音频数字信号的编码和压缩算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和选用编码时，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该编码方法能用计算机软件或集成电路芯片快速实现；
二是一定要符合压缩编码／解压缩编码的国际标准。
（2）多媒体专用芯片技术多媒体专用芯片仰仗于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技术，它是多媒体硬件系
统的关键技术。
因为要实现音频、视频信号的快速压缩、解压缩和播放处理，需大量的快速计算。
而实现图像许多特殊效果、图像生成、绘制等处理及音频信号的处理等，都需要较快的运算处理速度
，因此，只有采用专用芯片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3）多媒体输入／输出技术多媒体输入／输出技术包括媒体变换技术、识别技术、媒体理解技术和
综合技术.输入输出技术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是：智能输入／输出技术；外围设备控制技术；多媒体网络
传输技术。
（4）多媒体存储设备与技术多媒体的音频、视频、图像等信息虽经过压缩处理，但仍需相当大的存
储空间，只有在大容量只读光盘存储器CD－ROM问世后才真正解决了多媒体信息存储空间问题，目
前可选择的还有DVD等。
由于存储在计算机服务器上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使得计算机服务器的硬盘容量需求提高很快。
为了避免磁盘损坏而造成的数据丢失，采用了相应的磁盘管理技术，如磁盘阵列数据存储技术。
这些大容量存储设备为多媒体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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