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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已成为他们毕业后择业的必备条件。
能够满足社会与专业本身需求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已成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必备素质。
因此，对大学各专业学生开设具有专业倾向或与专业相结合的计算机课程是十分必要、不可或缺的。
　　为了满足大学生在计算机教学方面的不同需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
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了《高等学校文科类专业大学计算机教学基本要求》（下面简称《基本要求》）
。
　　《基本要求》把大文科各门类的计算机教学，按专业门类分为文史哲法教类、经济管理类与艺术
类等三个系列。
其计算机教学的知识体系由计算机软硬件基础、办公信息处理、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数据库技
术、程序设计，以及艺术类计算机应用7个知识领域组成。
知识领域下分若干知识单元，知识单元下分若干知识点。
　　文科类专业大学生所需要的计算机的知识点是相对稳定、相对有限的。
由属于一个或多个知识领域的知识点构成的课程则是不稳定、相对活跃、难以穷尽的。
课程若按教学层次可分为计算机大公共课程、计算机小公共课程和计算机背景专业课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教学内容是文科各专业学生应知应会的。
这些内容可为文科学生在与专业紧密结合的信息技术应用方向上进一步深入学习打下基础。
这一层次的教学内容是对文科生信息素质培养的基本保证，起着基础性与先导性的作用。
　　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之上，为满足同一系列某些专业的共同需要（包括与专业相结合而不是某
个专业所特有的）而开设的计算机课程。
这部分教学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其专业中应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水平。
　　第三层次，也就是使用计算机工具，以计算机软硬件为依托而开设的为某一专业所特有的课程，
其教学内容就是专业课。
如果没有计算机为工具的支撑，这门课就开不起来。
这部分教学在更大程度上显现了学校开设的特色专业的能力与水平。
　　为了落实《基本要求》，教指委还启动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计算
机教材立项项目”工程。
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计算机教材立项项目系列教
材”，就是根据《基本要求》编写的由教指委认同的教材立项项目的集成。
它可以满足文科类专业计算机各层次教学的基本需要。
　　由于计算机、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上编者水平毕竟有限，因此本系列教材难
免有不足之处，敬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

内容概要

　　《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以教育部高校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的《大学计算机教学
基本要求》为依据，全书共分8章，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微机用户界面、办公信息处理、多媒体基
础、计算机网络基础、网页设计与制作、实用工具软件、信息检索与利用等内容，涵盖了《大学计算
机教学基本要求》中有关大公共课程的9个模块的内容，覆盖了计算机软硬件基础、办公信息处理、
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等四大知识体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以满足高等学校文史哲法教类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课程
为编写重点，也可供其他学科门类的非计算机专业学生选用，或可供有一定自学能力的人员和有意学
习计算机基础知识的人员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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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巨型机是各种计算机中功能最强，价格也最贵的一类。
在现代科技领域，有一些数据量巨大的应用要求计算机既有很高的速度，又有很大的存储容量。
比如，一帧1024x 1024的图像，包含了10个像素单元，如果要求实时处理（每秒数十帧），就必须使用
巨型机。
巨型机采用高性能的器件，使其时钟周期达到数纳秒，又采取多处理器结构，几十个到上千个处理器
，形成大规模并行处理矩阵来提高整机的处理能力。
巨型机多用于战略武器的设计、空间技术、石油勘探、中长期天气预报，以及社会模拟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后自行研制了银河-1、银河-2、银河一3等巨型机，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研
制巨型机的国家之一。
　　5.服务器（server）　　“服务器”一词更适合描述计算机在应用中的角色、而不是刻画计算机的
档次。
　　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各种档次的计算机在网络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服务器是网络中重要的
角色之一。
担任服务器的计算机可以是大型机、小型机或高档次的微型机。
服务器可以提供信息浏览、电子邮件、文件传输、数据库、音视频流等多种服务业务。
服务器的主要特点是：只在客户请求下才为其提供服务；服务器对客户是透明的，一个与服务器通信
的用户面对的是具体的服务，可以完全不知道服务器采用的是什么机型、运行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严格地说，服务器是软件的概念，一台作为服务器的计算机通过安装不同的服务器软件，可以同时扮
演几种服务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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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按“基要”编写。
按照教指委提出的“大学计算机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改革的状况，进一步提升学生应用计算机进行
专业学习的能力。
案例式教学。
以具体而真实的案例展开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的计算机的文化思维和应用习惯。
立体化资源。
由主教材、实验教材、自测系统等多种教学资源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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