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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结构的内容也需要做适当调整，重点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书就是以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为核心，以高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的
能力为依据，以突出实践性和实用性为目的，进行设计编写的。
　　本书编写人员都是长期从事高等职业教育计算机教学的一线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
同时编写组中还有在企业从事过Java软件开发的工程人员。
　　本书的主要特色如下。
　　(1)内容选取合理，组织得当。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教育计算机人才培养目标组织内容，理论部分以够用为度，重点突出实践性和实用
性。
每章都由实例引入，并且配备一定数量的扩展实例(其中包括一部分工程实例)，有助于对理论知识的
消化、理解。
　　(2)算法实现方式先进，适合学生学习。
本书采用Java语言作为数据结构算法的实现语言，体现面向对象语言的特色，使数据结构的相关算法
实现更加方便，教学效果更加突出。
　　(3)定位准确、恰当，适合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使用。
本书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高等技术应用型生产一线人才。
　　(4)突出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的任务驱动方法。
本书所有内容都以学习任务的方式给出，帮助教师把握在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重点、难点。
　　本书建议学时为70～90学时，其中理论学时为50～60学时，实践环节学时为20～30学时。
授课时应以任务驱动为主，理论结合实际，突出实例在本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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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0章，重点介绍3种基本数据结构及其应用，主要内容包括绪论、Java语言基础知识、线性表
、栈和队列、数组和广义表、串、树与二叉树、图、查找和排序等。
本书采用Java语言描述数据结构中的算法，每章配有一定数量的具有完整程序的实例，并在最后提供
难易适中、与所讲理论知识相配套的习题，帮助读者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
　　本书面向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语言通俗易懂，每章都由实例引入，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全书重点突出基本理论和基本算法的实现过程，强调实践性和实用性。
另外本书配有电子教案和习题解答，可从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网站（www.ptpress.com.cn）下载。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数据结构”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各类计算机培训
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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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4 算法效率分析　　【学习任务】了解算法的实效性分析方法，重点了解时间复
杂度的计算方法以及近似表示方法，并掌握通过时间复杂度判断算法优劣的方法。
　　通过前面的分析，每个算法都可以用多种方式实现，但是实现算法的效率是不一定相同的。
每个程序执行所花费的时间，称为该程序的时间复杂度，如果忽略语句间的执行时间差别，一般用该
程序每条语句的执行次数作为该程序的时问复杂度进行判断。
对时间复杂度的判断，是断定某程序（或算法）效率是否高的标准之一。
　　一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Time Complexity）是指在计算机上运行该算法（或程序）所需要的时间
。
实际上，每个程序员都知道，算法执行的时间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例如，机器的性能、算法语言的
选取、编译程序的效率、算法的选择，以及问题本身的因素（如问题的复杂程度、问题本身的规模等
）。
　　在针对实际问题时，尤其是考虑规模比较大的问题时，一般使用渐进式表示法来判别算法的时间
复杂度。
为了使程序员更好地掌握算法本身的特性，通常的做法是：在不考虑不确定情况的前提下，以算法中
简单操作重复执行的次数作为算法的时间复杂度的衡量标准，即主要考虑问题的规模，而不考虑某些
单个步骤之间的时间差异。
因此，一个特定算法的运行时问长短更多地依赖于问题的规模n，或者说它是问题规模n的函数f（n）
，因此，引入渐进时间复杂度在数量上估计一个算法的执行时间，也能够达到分析算法的目的。
算法时间的度量记做T（n）=O（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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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材编写思路：本书重点培养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学生应具备的数据结构应用能力。
理论知识部分以够用为主，强调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重点突出实践和实用性。
每章均由实例引入，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采用“以应用实例巩固理论知识”的
内容编排结构，突出了“以技能培养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思想。
　　适用教学对象：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数据结构”课程的教材。
　　辅助教学资源：教学课件，模拟试卷，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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