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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面向应用思维的解析方法（第2版）》从培养读者认识和使用计算机正确思
维方法的角度出发，按认知规律，解析计算机使用中的各种基本概念和应用思维。
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计算机的关系；通过交互方式使用计算机的内涵及其蕴涵的应用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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