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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简明
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国家精品课程《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的配
套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简明
教程》是在原教育部统编计算机基础课程系列教材和“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
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近年来新发布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一般
要求”，总结作者所在课程组精品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材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简明
教程》在保持原有体系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更新了部分内容，使之更具先进性和实用性，也更符
合教育教学规律。
全书以pentium系列pc为切入点，系统而简明地介绍了计算机的硬件技术基础，包括计算机系统中常用
逻辑电路单元、计算机系统基本组成原理、微处理器、pentium指令系统与汇编语言编程、存储器、i
／o接口与总线技术、中断与dma、微机系统中的常用可编程接口芯片、常用外部设备及接口9章内容
。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简明
教程》的适用跨度较大、范围较广，主要是面向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的本科教学编写的，但也可作为
有些专业的专科生或研究牛教材，对于从事各类微机应用系统设计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具有较强
的实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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