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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是国家人力和社会资源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共
同主办的国家级考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国
家选拔和培养了20多万名合格的软件技术人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2003年10月，原国家人事部与信息产业部发布的39号文件规定，把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
格（水平）考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中。
通过考试取得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表明已具有相应专业岗位工作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择优聘任
其担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同时决定以后不再进行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因此，这种考试既是职业资格考试，
又是技术资格考试。
这种以考代评的改革，必将对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拔与培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是对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的一个极大肯定。
　　本书是为全国计算机专业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编写的考试参考用书。
由于考试大纲要求考生掌握的知识面很广，复习时间有限，因此，本书针对考试大纲中的内容要点和
学习难点作了大量的剖析，并以例题分析为重点，让考生在对例题的分析中理解和掌握考点要求。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编者在此对这些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真诚
的感谢。
我的学生吴金灿、谢东铬等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且本书涉及的知识点众多，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漏之处，望各位专家与读者
给予指正和帮助，对此，我们将深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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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序员考前重点辅导》是针对全国计算机专业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的考前培
训教程，而教程的内容是面向程序员级考试的。
全书共17章，每章都按照考试大纲安排内容，读者可以先阅读每章的要求，再阅读每章的具体内容，
并且每章都有知识点的陈述，可以帮助读者学习。
在知识点陈述后，有历年考试试题相关的例题和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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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基本概念4.3.2　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基本概念4.4　系统分析与设计基础知识4.4.1　系统分析概
述4.4.2　结构化分析方法4.4.3　系统分析报告4.4.4　系统设计4.4.5　结构化设计方法4.4.6　系统总体结
构设计4.4.7　系统详细设计4.5　软件测试技术4.5.1　人工测试4.5.2　机器测试4.5.3　软件测试步骤4.6
　系统运行和维护知识4.6.1　系统维护概述4.6.2　系统评价4.6.3　系统运行管理4.7　软件质量管理与
质量保证4.7.1　软件质量特性4.7.2　软件质量保证4.8　本章历年例题及自我测试4.8.1　历年例题分
析4.8.2　自我测试4.8.3　测试解答第5章　计算机安全基本知识5.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5.1.1　考纲要
求5.1.2　学习目标5.2　计算机安全概述5.2.1　计算机安全的基本概念5.3　计算机病毒防范技术5.3.1　
计算机病毒概述5.3.2　计算机病毒的危害及防范5.3.3　计算机犯罪5.4　网络安全技术5.4.1　网络安全
基本知识5.4.2　防火墙技术5.4.3　入侵检测技术5.4.4　VPN技术5.5　信息安全技术与PKI5.5.1　加密与
解密技术基础知识5.5.2　常用加密算法5.5.3　PKI5.6　本章历年例题及自我测试5.6.1　历年例题分
析5.6.2　自我测试5.6.3　测试解答第6章　标准化基础知识6.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6.1.1　考纲要
求6.1.2　学习目标6.2　标准化概述6.3　各种标准基础知识6.3.1　标准的分类6.3.2　标准的编号6.4　软
件标准化基础知识6.4.1　软件工程标准化6.4.2　软件文档标准6.5　标准化机构6.6　本章历年例题及自
我测试6.6.1　历年例题分析6.6.2　自我测试6.6.3　测试解答第7章　信息化基本知识7.1　考纲要求与学
习目标7.1.1　考纲要求7.1.2　学习目标7.2　信息化概述7.2.1　信息的定义及其特性7.2.2　信息化7.2.3
　信息化对组织的意义7.3　电子商务7.3.1　电子商务7.3.2　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7.4　电子政务7.5　
信息资源的管理7.6　信息化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7.7　本章历年例题及自我测试7.7.1　历年例题分
析7.7.2　自我测试7.7.3　测试解答第8章　计算机专业英语8.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8.1.1　考纲要
求8.1.2　学习目标8.2　本章历年例题及自我测试8.2.1　历年例题分析8.2.2　自我测试8.2.3　测试解答
第9章　C语言9.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9.1.1　考纲要求9.1.2　学习目标9.2　C语言简介及常用的算法
描述方法9.2.1　C语言简介9.2.2　常用的算法描述方法9.2.3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9.2.4　历年例题分
析9.2.5　自我测试9.2.6　测试解答9.3　数据类型、运算符与表达式9.3.1　C语言的数据类型9.3.2　常量
与变量9.3.3　C语言的运算符与表达式9.3.4　历年例题分析9.3.5　自我测试9.3.6　测试解答9.4　顺序结
构程序设计9.4.1　C语言的语句9.4.2　输入与输出9.4.3　历年例题分析9.4.4　自我测试9.4.5　测试解
答9.5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9.5.1　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9.5.2　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9.5.3　if语
句9.5.4　switch语句9.5.5　条件运算符9.5.6　历年例题分析9.5.7　自我测试9.5.8　测试解答9.6　循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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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程序设计9.6.1　while语句9.6.2　do-while语句9.6.3　for语句9.6.4　循环嵌套及其比较9.6.5　break
和continue语句9.6.6　历年例题分析9.6.7　自我测试9.6.8　测试解答9.7　数组9.7.1　一维数组9.7.2　二
维数组9.7.3　字符数组9.7.4　字符串处理函数9.7.5　历年例题分析9.7.6　自我测试9.7.7　测试解答9.8
　函数9.8.1　函数的定义9.8.2　函数的划分9.8.3　函数的值和函数的参数9.8.4　函数调用9.8.5　数组作
为函数参数9.8.6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9.8.7　历年例题分析9.8.8　自我测试9.8.9　测试解答9.9　指
针9.9.1　指针基本概念9.9.2　变量的指针和指向变量的指针变量9.9.3　数组的指针和指向数组的指针
变量9.9.4　字符串指针及指向字符串的指针变量9.9.5　指针作为函数参数9.9.6　函数的指针和指向函
数的指针变量9.9.7　返回指针的函数9.9.8　指针数组和指向指针的指针9.9.9　历年例题分析9.9.10　自
我测试9.9.11　测试解答9.10　结构体与共用体9.10.1　结构体的定义9.10.2　结构体变量的定义、初始
化及引用9.10.3　结构体数组9.10.4　指向结构体的指针9.10.5　链表9.10.6　历年例题分析9.10.7　自我
测试9.10.8　测试解答9.11　位运算9.11.1　位运算概念9.11.2　历年例题分析9.11.3　自我测试9.11.4　测
试解答9.12　文件9.12.1　文件操作基本步骤9.12.2　文件读写9.12.3　文件的定位9.12.4　历年例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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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10.2.3　线性表的基本操作10.2.4　历年例题分析10.2.5　自我测试10.2.6　测试解答10.3　单链
表10.3.1　线性表的链式存储结构10.3.2　带头结点与不带头结点的区别10.3.3　单链表的基本操作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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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排序树的结点插入14.5.4　二叉排序树的结点及删除14.5.5　历年例题分析14.5.6　自我测试14.5.7　测
试解答第15章　排序和查找15.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15.1.1　考纲要求15.1.2　学习目标15.2　插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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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题分析15.6　二叉排序树的查找第16章　常用算法及解题思路16.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16.1.1　
考纲要求16.1.2　学习目标16.2　数值计算方法16.2.1　迭代法16.2.2　历年例题分析16.3　递归算
法16.3.1　递归调用16.3.2　历年例题分析16.3.3　自我测试16.3.4　测试解答16.4　递推算法16.4.1　递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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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16.5　回溯算法16.5.1　回溯算法16.6　其他算法16.6.1　最小生成树16.6.2　拓扑排序16.6.3　单源
点最短路径求解算法16.7　压缩算法16.7.1　压缩算法16.7.2　历年例题分析第17章　Java程序设计17.1
　考纲要求与学习目标17.1.1　考纲要求17.1.2　学习目标17.2　Java开发环境17.2.1　Java语言开发环
境17.2.2　Java程序的编写和运行17.3　基础语法17.3.1　标识符17.3.2　关键字17.3.3　分隔符17.3.4　数
据类型17.3.5　运算符与表达式17.3.6　流程控制17.4　类的定义及应用17.4.1　面向对象的基础知
识17.4.2　类及其相关内容的定义17.5　封装与继承17.5.1　封装17.5.2　继承17.5.3　多态性17.5.4　其他
关键字17.6　抽象类和接口17.7　异常17.7.1　Java异常处理的基础知识17.7.2　异常类的产生、捕获与
处理17.7.3　异常的分类17.7.4　抛出异常17.8　例题分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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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知识点的选择　　从2000年到2009年试题所考查的知识点上来看，C语言及数据结构主要考查
的知识点没有太大的变化，线性表、链表、字符串、二叉树、排序和查找等几大主要知识点在不断的
轮着出现。
所以，本书将对这些主要知识点在解题中的运用进行重点讲解和分析，但关于这些知识点本身的基本
概念则只是略提，读者可通过查阅数据结构的相关教材去复习那些基础知识。
　　3．题型的选择　　从软考的题型来看，2002年以前的考试基本上是以传统题型为主，多数考经典
算法，只对各种常用算法熟练掌握即可通过。
但从2002年以后，题型逐渐开始变化。
如2002年的下午第一题就不再以传统的方式出题，而是以算法分析的方式，或是说程序文档化的方式
进行考查，要求能够读懂对问题的分析。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要求应试者不只是会做一些传统的题目，还要学会分析一个问题，从而得出解
决问题的算法。
到2003年的下午第一题，在2002年的基础上，题型进一步改成以伪代码的形式。
到2004年上半年新考纲后，下午第一题变为用流程图描述算法的题型，由于流程图、N-S图都是用来
描述算法的非常科学而且经典的方法，因此从2004年上半年出现这种题型后，一直到2009年上半年的
考试，每次的下午题第一题都是这种题型，相信以后这种题型还会继续出现。
　　其他一些题目的题型上也有一定的变化，以前传统的各种较为经典的算法出现得越来越少，取而
代之的是各种比较新的应用型的题目，或者是把各种经典的算法集中到一起出一些比较综合性质的题
目。
特别是一些处理比较现实问题的题目，通常都是以比较大篇幅的题目出现。
这类型的题目所用到的算法不会难，主要是要求考生比较快就可以理解题目的意思，从而把握出题者
的思路，快速地做出解答。
　　当然，只要我们把基础的算法都较为熟练地掌握后，题型上的变化并不会给我们解题带来多大的
影响。
　　1.3 个人经验及应试建议　　1.3.1 作者辅导经验　　C语言是下午题的难点，如果C语言学得比较
好，在上午题的基础知识上下一些功夫，再学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如VB、C++或Java，我个人觉
得VB比较简单。
本科大二、大三的学生用一到两个月的课余时间来作准备，一般来说通过率是比较高的。
专科生相对来说时间要长一点，认真的话，半年也差不多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我遇到过复习两个星期就通过的学生，因为他的C语言和数据结构学得很好。
　　笔者有过多年的程序员辅导经验，发现在程序员的应试准备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还是C语言及数
据结构，如果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那么要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复习C语言和数据结构，另外在考
试前的半个月，认真地复习上午试题的基础部分。
以这种时间安排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通过程序员考试。
除本书外，个人建议参考资料两本：一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程序员教程》，此教程比较详细
地讲解了上午题的内容。
另一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谭浩强著，此书对C语言的讲解可谓
是经典之作。
　　学习C语言的时候，要多进行练习，这个是基础，把基础打好后，再进入到数据结构的学习。
学习数据结构的最好办法是认真地看算法，仔细分析算法的运行过程，体会各种数据结构的定义、用
途及其基本操作。
对各种不同的数据结构的常规算法要非常熟练，如树、链表、栈等结构的基本操作是要熟记下来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程序员考前重点辅导>>

编辑推荐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
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
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工作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
需要从获得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后，不再进行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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