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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计算机应用一直是推动计算机学科发展的原动力。
蒸汽机的出现大大地减轻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后来，人们研究能代替人类脑力劳动的机器，正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研究与
探索，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第一台计算机。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系统日趋成熟，应用日益广泛。
Internet的出现，带来了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理念，后来的对等计算、普适计算，尤其是最近出现的网格
计算和云计算，扩大了系统资源的透明与共享及计算能力。
　　计算机学科又称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包括科学与技术两方面的内容。
科学就是不断提出模型并且进行验证的过程，也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技术是指一般的理论到
特殊应用的演绎过程。
　　本书是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计算机导论教材，主要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主要内容的
概括介绍，通过12章的叙述，集合了计算机领域各个方面的概念性内容，但不深入讨论这些内容的理
论与技术细节。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计算机工作原理、程序语言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算法与
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多媒体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信息系统、职业道德与法
律法规。
　　在本书中，注重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部分知识处于概念性阶段，强调的是基
本概念而非数学模型。
例如，程序存储概念、算法与数据结构的概念，进而突出程序就是算法加数据结构的理念、程序语言
和程序结构及程序设计基本方法、数据库系统的功能、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基于SQL的关系数据
库基本功能的实现、多媒体的基本概念及主要应用、网络的功能与基本结构、软件工程的概念和方法
学、信息系统的功能与组成等。
在最后，对部分计算机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作了基本的介绍。
学生通过这部分学习，可以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观念。
　　通过本书的学习，使学生广泛地了解计算机学科，并掌握计算机学科的基础知识，进入计算机世
界的大门，为学习计算机其他课程奠定基础。
　　学习本书不需要计算机科学、编程或数学方面的先期知识，书中的内容也可作为编程课程的预备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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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导论》是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
书中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各方面内容，着重介绍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模型与方法，对较难理解的理
论与技术细节也有讲述。
《计算机导论》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计算机工作原理、程序语言与程序设计、操作系
统、算法与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数据库系统、多媒体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信息系统、职
业道德与法律法规等知识模块。
　　《计算机导论》适合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计算机导论课程教材，也可作为计算
机基础课程的教材及计算机入门的普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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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1当前计算机学科特点　　计算机学科具有学科内涵宽泛化、分支相对独立化、社会需求多样
化、专业规模巨大化和计算教育大众化的特点。
　　（1）学科内涵宽泛化　　当今社会趋向于信息化，计算机专业显现动态和泛化的特性。
动态是指知识体膨胀快，内容更新快。
泛化是指大众化。
　　（2）分支相对独立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分解为更多的、更具体的分支。
教育部本科招生目录中的与计算机相关的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软件、网络
工程、信息安全、电子商务、信息与计算科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
　　（3）社会需求多样化　　对计算机专业本科人才需求与信息化的目标和进程密切相关，学科的
发展与应用的宽泛化导致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计算机市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计算机人才的层次结构、
就业去向、能力与素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4）专业规模巨大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信息化的核心技术，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计算机专业是规模最大的专业，高校专业点最多时为771个；学生人数最多达44万；计算机专业是情况
最复杂的专业，学科涵盖面和应用面宽、应用层次跨度大，办学条件差异大，学生基础跨度大。
　　（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研究计算机的设计与制造
和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获取、表示、存储、处理、控制等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的学科。
计算机科学侧重研究对象、揭示规律，计算机技术侧重于研制计算机和研究使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
的方法与技术手段。
科学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而技术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
科学是技术的依据，技术是科学的体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
　　1.6.2学科体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和信息技术等
学科分支。
　　1.计算机科学　　科学具有规律性，计算机科学是指寻找是什么能够被有效地自动计算。
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计算机科学用来培养从事计算机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研究的科学型人才。
主要的知识领域包括如下14个：①离散结构；②程序设计基础；③算法与复杂性；④计算机体系结构
与组织；⑤操作系统；⑥网络及计算；⑦程序设计语言；⑧人机交互；⑨图形学与可视化计算；⑩智
能系统；⑩信息系统；⑩社会和职业问题；⑩软件工程；⑩数值计算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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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导论》通过12个基本部分的叙述，集合了计算机领域各个方面的概念性内容，并不深入
讨论这些内容的理论与技术细节。
《计算机导论》注重学生对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部分知识处于概念性阶段，强调的是基
本概念而非数学模型。
在最后对计算机专业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做了基本的介绍，可以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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