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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配套教材·国家精品课程主讲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第3版）》是国家精
品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建设项目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人才培养计算机教育改革的新思
想、新要求，以及计算机基础教学要加强“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新精神编写而成，本教材力图以计
算机文化素养培养为主线，在课程内容与教学手段上有所新突破，达到培养思维能力与学习能力的教
学目的。
本教材对前版教材的教学内容、体系结构做了重大的修改，加强了知识性、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的介
绍，以及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训练。
突出了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一系列实验案例，使学生能在实践中理解和巩固所学的
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数据处理的综合能力。
　　本教材结构清晰，内容描述简洁、易读易理解，适于作为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
材，也可作为计算机学习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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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移芝，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教授。
近年来在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基础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教育教学思想、课程体系
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实验教学、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连续获得两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讲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远程）分别于2004年和2007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所带领的“计算机基础系列课程教学团队”
于2009年获评国家级教学团队；于2009年分别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和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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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计算机文化 “文化”通常有两种理解：第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认为只要是
能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广泛影响的事物就属于文化，例如，“语言文化”、“饮食文化”、“茶文
化”、“酒文化”、“电视文化”和“汽车文化”等；第二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解，认为应当具有信
息传递和知识传授功能，并对人类社会从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到生活方式都能产生广泛而
深刻影响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是文化，例如，语言文字的应用、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Internet的迅速发展
，即属于这一类。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应具有广泛性、传递性、教育性及深刻性等属性。
所谓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既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又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应用领域；传递性是指这种事物应当具有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功能；教育性是指这种事物应能成为
存储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深刻性是指事物的普及应用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即不是只带来社
会某一方面、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改良与变革，而是带来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变革。
 世界上有关“计算机文化”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
1981年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三次世界计算机教育大会上，苏联学者伊尔肖夫首次提出：“计算机程序
设计语言是第二文化”。
这个观点如同一声春雷在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几乎得到所有与会专家的支持，从那时开始，“计算机
文化”的说法就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我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也对此做出积极的响应，并向我国政府提出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育的建议
。
根据这些代表的建议，1982年教育部做出决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5所大学的附
中试点开设BASICBeginner'sAll-purposeSymbolicInstructionCode）语言选修课，这就是我国中小学计算
机教育的起源。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的计算机教育专家逐渐认识到“计算机文化”的内涵并不等同于计
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因此在其基础上的“计算机文化”的提法曾一度低落。
近几年随着多媒体技术、校园计算机网络和Internet的日益普及，“计算机文化”的说法又被重新提了
出来。
显然，“计算机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度流行，尽管提法相同，但其社会背景和内在含
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前，计算机科学技术已经融入到各个学科，包括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交叉学科，再度把计算机作
为一种“文化”，其意义更如深远。
它不仅指信息化社会中一个人的科技水平与能力，还代表着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科技水
平与能力。
 那么如何体现“计算机文化”素质呢？
根据目前国内外大多数计算机教育专家的意见，最能体现“计算机文化”素质，应当是与“信息获取
、信息分析与信息加工”有关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3版>>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3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