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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正从产业社会向高度信息化的
社会不断地发展。
为了适应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习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努力培养、提高
自己的信息素养。
　　在产业社会，素养（Literacy）是指人们对文字、数字的操作能力，即我们所说的读、写、算的能
力。
它是产业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是产业社会申人们用以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能力。
在信息社会，人们除应具备这种读、写、算的能力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
所谓信息素养，不只是对信息机器、信息系统，例如对计算机、因特网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利用信息
机器、信息系统对信息进行的操作。
它是信息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
它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用以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能力。
　　信息素养包含有3个层面的內容。
一是理解、掌握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它是信息素养的基础。
二是具备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称之为信息能力。
它是信息素养的核心。
三是理解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产生的影响，从而明确自己的作用和责任。
它是我们使用信息、信息技术的规范和要求。
　　基于对信息素养的这种理解，我们编写了《计算机导论》这本书。
它以学习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技术，理解和培养信息素养作为基本编写目标。
全书分四部分，共十一章。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 至第六章 ，主要介绍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 至第十章 ，该部分从问题与问题解决的要求出发，讨论了利用信息技术求解问
题时应具备的信息能力的因子结构，并对该结构中的若干因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一章 ，主要讨论信息社会的发展及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作用。
第四部分为实验部分，主要介绍实验內容和要求。
　　为了促进学习、便于理解，书中每一章的开始都列出了学习目标，每一章的结束都列出了本章内
容要点。
在阐述具体內容时，努力做到层次清楚、通俗易懂。
　　本书可以供有关学校作为计算机导论、计算机应用基础、信息技术基础等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
书，也可用做相关內容的培训教材。
本书对于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中小学信息技术的课程教学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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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由第一章至第六章组成。
第一章介绍计算机系统的基础知识；第二章简单介绍操作系统及常用应用软件的知识；第三章介绍多
媒体技术及其应用；第四章介绍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其应用；第五章介绍数据管理技术基础；第六章介
绍软件开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有关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和算法，软件工程概要。
第二部分信息能力，由第七章至第十章组成。
第七章问题解决与信息能力，主要介绍什么是问题，什么是问题解决和用于解决问题的信息能力的因
子结构；第八章信息收集，主要介绍信息收集的常用方法；第九章信息分析与处理，主要介绍信息分
析处理的常用方法；第十章表现信息，主要介绍信息表现方法。
第三部分信息社会，由第十一章组成，主要介绍信息社会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等的影响以及信
息社会中个人的作用和职责。
第四部分实验部分，主要介绍实验内容和要求。

本书可作为大学计算机导论或信息技术基础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可作为以培养信息素养为主要
目标的信息技术教育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广大电脑爱好者作为学习信息技术基础、了解计算
机技术概况的自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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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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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第三节 计算机工作原理与系统组成
　　第四节 计算机中信息的存储
　第二章 操作系统与常用应用软件
　　第一节 计算机软件的发展
　　第二节 操作系统
　　第三节 常用应用软件简介
　第三章 多媒体技术及其应用基础
　　第一节 多媒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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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软件开发技术
　　第一节 程序设计语言与解题过程
　　第二节 数据结构与算法基础
　　第三节 软件工程概述
第二部分 信息能力
　第七章 问题解决与信息能力
　　第一节 问题与问题解决
　　第二节 计算机求解问题
　　第三节 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操作
　　第四节 信息能力
　第八章 信息收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基于因特网收集信息
　　第三节 利用数据库获取信息
　第九章 信息分析与处理
　　第一节 信息分析
　　第二节 数据的可视化处理
　　第三节 数据的统计处理
　　第四节 数据挖掘简介
　第十章 表现信息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构成信息
　　第三节 演示文稿及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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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利用web网页表现信息
第三部分 信息社会
　第十一章 面向信息社会
　　第一节 信息传递
　　第二节 信息社会的进展
　　第三节 信息社会的新课题
　　第四节 信息社会中个人的作用与职责
第四部分 实验内容和要求
　实验1：微型计算机系统配置及系统软件安装
　实验2：多媒体素材采集加工
　实验3：计算机网络使用
　实验4：小型局域网构建社会实践
　实验5：信息能力综合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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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数据模型　　数据库是数据的一个集合，它不仅要反映数据本身的内容，而且要反映数据之间
的关系。
由于计算机不可能直接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所以人们必须事先把具体事物转成计算机能够处
理的数据。
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
在数据库技术中，使用模型的概念描述数据库的结构与语义，对现实世界进行抽象，通俗地讲，数据
模型就是现实世界的模拟。
　　数据模型应满足3方面要求：一是能比较真实地模拟现实世界；二是容易为人所理解；三是便于
在计算机上实现。
一种数据模型要很好地满足这3方面的要求，在目前尚很困难。
在数据库系统中，针对不同的使用对象和应用目的，应采用不同的数据模型。
　　2.数据模型的分类　　不同的数据模型实际上提供了模型化数据和信息的不同工具。
根据模型应用的不同目的，可以将这些模型划分为两类：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
次。
在进行数据库设计时，使用数据模型工具来抽象、表示和处理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和信息，要经历两个
阶段：从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再由信息世界到计算机世界。
在第一阶段中，按照用户的观点对现实世界数据进行描述，形成概念模型或信息模型。
在第二阶段中，按照计算机系统的观点对信息世界数据进行描述，成为计算机世界数据模型或结构模
型。
　　（1）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是独立于计算机系统的数据模型，完全不涉及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
示，只是用来描述某个特定组织所关心的信息结构。
概念模型是按用户的观点对数据建模，强调其语义表达能力，概念应该简单、清晰、易于用户理解，
它是对现实世界的第一层抽象，是用户和数据库设计人员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
这一类模型中最著名的是“实体联系模型”。
　　（2）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是直接面向数据库的逻辑结构，它是对现实世界的第二层抽象。
这类模型直接与数据库管理系统有关，也称为“逻辑数据模型”或“结构数据模型”。
另外，这类模型有严格的形式化定义，以便于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
它通常有一组严格定义的无二义性语法和语义的数据库语言，人们可以用这种语言来定义、操纵数据
库中的数据。
　　逻辑数据模型是数据库系统中用以提供信息表示和操作手段的形式框架，是用户和数据库之间相
互交流的工具。
用户要把数据存人数据库，只要按照数据库所提供的逻辑数据模型，使用相关的数据描述和操作语言
，就可以把数据存人数据库，而无需过问计算机是如何管理这些数据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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