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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推广和普及，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
挑战。
本书是在深入研究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的基础之上，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而全新推出的。
本书体现了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新思路和新办法，突出了“知识先进、技能实用”的教学理念。
　　本书是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理论教材。
书中全面系统地介绍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理论知识和技术。
全书共分为7章，内容包括计算机概述、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办公信息处理、计算机的数据和数
据安全、多媒体技术基础和软件理论基础。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办公自动化、多媒体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
，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的素质和水平，为学生将来利用计
算机知识与技术解决本专业实际问题打下基础。
　　本书由张岩、杨亮、周颖主编，刘立群、丁茜、裴若鹏副主编。
其中第1章由刘立群编写，第2章由周颖编写，第3章由张岩编写，第4章由丁茜、邹立娜编写，第5、6
章由杨亮编写，第7章由裴若鹏编写。
　　本书由工作在教学一线的经验丰富的教师编写，限于水平，书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
者在使用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及时改正。
希望所有读者都能从本书中得到有益的知识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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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基础课程的理论教材，编写目的是使学
生掌握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相关技能。
全书共分为7章，分别介绍计算机概述、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办公信息处理、计算机的数据和数
据安全、多媒体技术基础和软件理论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结构合理，定位准确，注重对学生在已有知识、技能水平上的提升。
书中内容先进，讲述清晰，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可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主动性。
　　《大学计算机基础》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
与信息技术的培训和自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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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久的将来，一个微处理器可以集成100多亿个晶体管，智能计算机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将迎
来“智能时代”。
随着科学的进步，还将出现光计算机、超导计算机和生物计算机，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又将出现质
的飞跃。
　　（2）未来发展趋势　　比尔·盖茨1989年在谈论“计算机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说：“用户
只需要640 KB的内存就足够了。
”那时，所有的程序都很小，100 MB的硬盘简直用不完。
　　李开复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钱庄。
最早人们只是把钱放在枕头底下，后来有了钱庄，很安全，不过兑现起来比较麻烦。
现在发展到银行可以到任何一个网点取钱，甚至通过ATM，或者国外的渠道。
就像用电不需要家家装备发电机，直接从电力公司购买一样。
　　“云计算”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变革——由Google、IBM这样的专业网络公司来搭建计算机存储
、计算中心，用户通过一根网线借助浏览器就可以很方便地访问，把“云”作为资料存储以及应用服
务的中心。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分布式计算（Distributed Computing）、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和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些计算机科学概念的商业实现。
云计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将与Internet更
加相似。
这使得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
　　这一革命性的举措就好比是从古老的单台发电机模式转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式。
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
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Internet进行传输的。
　　云计算的蓝图已经呼之欲出，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一部手机，就可以通过网络服务来实现
人们需要的一切，甚至包括超级计算这样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而言，最终用户才是云计算的真正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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