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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而编写的，而课程又是根据专业培养方案而设置的，高职专业培养方案是以就业
为导向，基于职业岗位工作需求而制订的。
在高职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必须遵照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的精神，体现工学结合人才
培养模式，重视学生校内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
制订课程标准，高等职业院校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
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在教材建设方面，应紧密结合行业企业生产实际，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融“教、学、做”为一体，强
化学生能力培养的实训教材。
教材既是教师教的依据，又是学生学的参考。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围绕教材的内容进行教与学。
因此，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有一套好的教材，赋之于教学实施。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仅有10年的历史，在专业培养方案制订、课程标准编制、教材编写等方面还
都处于探索期。
目前，高职教育一定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职业素质的培养，二是专业技术的培养。
传统的教材，只是较为系统地传授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大多数是从抽象到抽象，这种教学方式
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接受，因为高职学生具备的理论基础与逻辑思维能力，远不及本科院校的学生，
因此传统体系的教材不适合高职学生的教学。
认识的发展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多次反复。
“看图识字”、“素描临摹”、“师傅带徒弟”、“工学结合”都是很好的学习模式，因此以案例、
任务、项目驱动模式编写的教材会比较适合高职学生的学习，让学生从具体认识，到抽象理解，边做
边学，体现“做中学、学中做”，不断循环，从而完成职业素养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尤其在技
能训练方面得到加强。
学生在完成案例、任务、项目的操作工作中，掌握了职业岗位的工作过程与专业技能，在此基础上，
教师用具体的实例去讲解抽象的理论，显然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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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计算机任务驱动模式教材：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是一本面向高职高专的计算机网络
基础教材，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以一种全新的实例化的方式较全面地介绍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
　　全书包括计算机网络原理和技术的介绍以及一些相关的实验内容。
其中的原理和技术部分共7章，内容组织以TCP／IP体系结构为主线，按照协议层次上从低到高，网络
范围上从小到大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顺序来讲述整个计算机网络体系。
实验部分包括12个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在技术程度上深浅结合，操作上力求现实、直观和有效。
　　《高职高专计算机任务驱动模式教材：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的特点是由问题引技术，用实例述
原理，以现实直观为宗旨，叙述较为严谨，图文比例适当，在保证内容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的前提下力
求清晰易懂。
　　《高职高专计算机任务驱动模式教材：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可作为高职高专计算机网络及相关
专业的基础教材，也可供信息技术类专业的本科生及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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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前一节的介绍中，交换机转发数据的方式是先暂时存储整个帧，经过差错检测后再决定是否转
发，这其实就是存储转发方式。
存储转发方式的特点如下。
（1）可靠性好，节省网络线路带宽。
因为能有差错检查，所以不会转发无用的帧。
如果转发了无用帧，到了接收方经过检查发现有错还是会被丢弃，这样反而浪费线路带宽。
（2）传输时延较大。
因为交换机检测到第一个信号不立即转发，而是先将整个帧收下来然后再花时间进行差错校验，所以
肯定花去一定的时间，这样从发送方主机到接收方主机的传输时延势必也加大了。
所谓的直通式转发是这样一种情况，交换机检测到某主机发来的第一个信号后也不会立即转发，但是
不会等到该帧所有比特都接收后才转发，而是等接收了该帧的前6个字节（不包括最前面的8个同步字
节）后就开始转发。
按照MAC帧的封装格式，最前面的6个字节是目的MAC地址。
也就是说，交换机一旦知道目的主机的物理地址之后即查找MAC地址表，找到相应端口后即开始转发
该帧。
这样，交换机其实是一边在接收一边已在转发了，如图3.28所示。
如图3.28（a）显示的是交换机接收6个字节的目的MAC地址的阶段，此时只接收（如箭头示）；图3.28
（b）显示的是在接收完目的MAC地址并查找到转发端口后，即开始边接收边转发阶段。
当然严格地说，在接收完目的MAC地址后，根据目的MAC地址查找MAC地址表（以确定转发端口）
的时候，交换机也在接收数据帧，只是这个过程很短。
（1）可靠性差，网络带宽浪费较多。
因为直通式转发一旦接收到目的MAC地址并确定转发端口后即转发，不能对帧进行差错校验，所以会
发送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帧。
同时，如果该交换式以太网还和其他共享式以太网互联的话，由于直通式转发只接收了前6个字节即
转发，因此免不了会转发一些因发生信号冲突所导致的长度不到64字节的嗾帧（关于残帧见3.2.1小节
中帧的长度部分内容）。
如图3.29所示，如果Pc4发数据绐PC5，同时有Pc6发数据给PC2，那么两者的信号会在集线器上冲突，
但是PC6因冲突停发后已发送部分的数据（即残帧）仍会到达交换机。
这个特点其实和存储转发方式正好相反。
（2）传输时延小。
有了前面的缺点，也有相应的优点。
正因为交换机接收到6个字节并确定转发端口后就立即转发，也不进行差错检测，这样就减少了帧在
交换机内存的停留时间，自然也就降低了从发送端主机到目的端主机的发送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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