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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许多高校的计算机专业逐步开始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进行双语教学，甚至引进了国外软件系
统开发系列课程。
编者所在高校自2004年也开展了该项工作。
几年来，编者一直负责计算机系统导论课程的教学，该课程全面介绍计算机相关知识，为后续计算机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做引导。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普遍感到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国外的教材不能很好地结合，同时，由
于原版教材是全英文，容易造成课程教学质量两极分化现象。
为了改变上述不足，我们编写了本书，目的是吸收国外教学内容的精华，适应国内实际情况，为广大
读者更好地服务。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从事计算机教学实践，并参考国内外多种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其中去掉了一些不符合国内实际情况的信息，增加了一些适合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内容。
在内容编排上力求与目前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相结合；对书中的章节、实例、图表都通过精选，
按照步步启发的模式设计安排；多数章之后有适量的阅读材料，可供读者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和实
用知识。
　　本书涵盖了计算机系统导论课程的所有知识结构。
其内容新颖、概念清晰、通俗易懂，既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也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中拓展。
　　本书由张云鹏、朱怡安任主编。
全书共分4篇9章，第2，3，5，6，7，8章由张云鹏编写，第9章由朱怡安编写，第1章由郑美云编写，
第4章由焦会琴编写。
此外，吕文权参与了第1，2章，李召恒、曹晓勇参与了第3，4章，林夏参与了第5，6，9章的部分编写
工作；魏庆劫和曹晓勇参与了后期的校对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当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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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软件工程专业软件系统开发指导教程系列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4篇。
其中，硬件篇（第1章、第2章）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应用、发展、硬件选购和计算机维护等知识
；软件箱（第3章、第4章）介绍操作系统的相关概念和知识，并介绍了常见应用软件和办公软件的基
本使用方法，网络篇（第5章、第6章）介绍网络方面的基础知识。
提高篇（第7章、第8章、第9章）介绍网络协议、局域网、广域网和计算机安全的知识。
本书概念清晰、通俗易懂，书中讲述的概念与当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类课程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以及有志了解计算机知识的各
类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更适合各类软件学院作为软件工程教育核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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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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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计算机系统内的数据表示
　　1.5 阅读材料
　第2章 计算机DIY与维护
　　2.1 计算机DIY与硬件的选购
　　2.2 其他外设的选购
　　2.3 计算机维护
　　2.4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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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操作系统
　　3.1 操作系统概述
　　3.2 操作系统内部原理及重要组成部分
　　3.3 常用操作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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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阅读材料
　第4章 应用软件及常用办公软件
　　4.1 应用软件概述
　　4.2 微软Office办公软件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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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阅读材料
网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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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5.2 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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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阅读材料——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第6章 计算机网络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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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交换机
　　6.5 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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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篇
　第7章 计算机网络协议
　　7.1 TCP／IP协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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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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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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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硬件基础　　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个人计算机的价格越来越低，使得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计算机，本章主要介
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计算机的选购和基本的维护。
计算机基本组成　　现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大多建立在冯·诺依曼计算机模型基础上，即冯·诺依曼
体系结构计算机。
计算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和输出设备组成，简单地说，计算机系统由硬件和软件
构成。
硬件与软件是相辅相成的，硬件是计算机的物质基础，好比各种乐器本身，没有硬件就无所谓计算机
，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好比乐谱，没有软件，计算机的存在就毫无价值。
同时，硬件系统为软件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开发环境，而软件系统的发展又给硬件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节将系统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件及基础知识。
计算机结构概览　　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是现代计算机的范式，冯·诺依曼原理是说计算机应采用二
进制运算以及存储程序的工作方式。
存储程序是将表示计算步骤的程序同参加计算的数据一起存储在存储器中，由计算机执行程序自动完
成计算过程。
冯·诺依曼计算机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计算机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和输出设备五大部件组成。
　　（2）指令和数据都以二进制方式表示。
　　（3）指令和数据存放于内存中，并且可以按其地址寻访。
　　（1）计算机以运算器为中心，输入／输出设备与存储器的数据传送通过运算器完成，　　图1，1
是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图，它也是建立在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的基础之上，其中微处理器即中央处理器
，集成了运算器和控制器，图中各部件将在以后详细介绍。
　　现代计算机正向着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其用途的不同，计算机可分为多种类型：按用途可以分为通用计算机和专用计算机，按工作原理
可以分为数字计算机、模拟计算机和混合计算机；按性能和规模可以分为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
小型机、微型机（又有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之分）和单片机。
虽然计算机的类型、种类和用途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计算机的普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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