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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导论》第1版作为国家“九五”规划教材于1997年出版，至2004年9月已印刷21次。
《计算机导论》第2版于2005年1月出版，至2008年9月又印刷9次。
本次修订的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修订的主要依据是“高等学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对《计算机导论》课程所指出的任务：《计算机导论》应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新生提供一个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入门介绍，使他们能对该学科有
一个整体的认识,并了解该专业的学生应具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在该领域工作应有的职业道德和
应遵守的法律准则。
　　《计算机导论》如何为新生提供“入门”知识，使他们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是修订本书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本次修订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努力遵循“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的《计算机导论》课程的教学大纲
，并保持了前两版书的基本风格及结构框架。
主要修订的内容有：　　删除前版书中的陈旧内容。
如将第2版书中的第5章（Windows2000操作指南）及第6章（Word2000操作指南）全部删除。
修订后的第5章改为计算机导论操作实验，它以实验的形式，由学生自测计算机操作的能力。
　　重写了前版书中某些章节。
如第3章（计算机系统的软件）中的“算法与数据结构”、“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等。
　　增写了前版书中没有的新内容。
如在第4章（计算机系统的应用）中增写了“多媒体技术及应用”，新增附录“专业学习指南”,该附
录为进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新生提供了必要的、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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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导论（第3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内容包括计算机系统的
基础知识（组成、工作原理、数制和编码、运算基础、逻辑代数与逻辑电路）、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系统、整机结构、系统结构）、计算机系统的软件（算法与数据结构
、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编译原理、操作系统、软件工程）、计算机系统的应用（计算机网络
、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计算机控制系统、计算机信息安全与职业道德）、计算机导论
操作实验和专业学习指南。
本教材还为任课教师提供电子教案、实验程序和模拟试题等教学资源。
　　《计算机导论（第3版）》适合作为计算机专业本、专科教材，也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
机基础”教材，也是计算机初学者的理想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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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信息是最有价值的商业资源之一。
先于竞争对手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及评估的企业，都有可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当今，在对复杂事物做出决策时，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信息技术（IT）系统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高效率地将大量数据转换成信息和有用知识，但对于许多公司
（包括一些IT公司）而言，这些技术是非常昂贵的。
为了使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会出现用非法手段来获取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或破坏竞争对手的
信息的行为，这种用计算机犯罪获取信息的方式虽然受到法律的强制规范，但并非靠法律这种手段就
能彻底解决。
道德正是法律行为规范的补充，但它是非强制性的，属自律范畴。
增强职业道德规范是对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从业人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1.职业道德的基本范畴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制约，是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
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计算机职业道德是指在计算机行业及其应用领域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
间、人与知识产权之间、人与计算机之间，以及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应用所构成的社会范围内，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经过新的社会伦理意识与传
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平衡、融合，形成了一系列的计算机职业行为规范。
2.计算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当前计算机犯罪和违背计算机职业规范的行为非常普遍，已成为很大
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加强计算机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而且也要对每一位公民进行计算机职业
道德教育，增强人们遵守计算机道德规范的意识。
这不仅有利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对个体利益的保护。
计算机职业道德规范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网络道德。
网络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多数“黑客”开始是出于好奇和神秘感，违背了职
业道德，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从而逐步走向计算机犯罪。
为了保障计算机网络的良好秩序和计算机信息的安全性，减少网络陷阱对青少年的危害，有必要启动
网络道德教育工程。
根据计算机犯罪具有技术型、年轻化的特点和趋势，这种教育必须从学校教育开始。
道德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灌输、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对抑制计算机犯罪和违背计算机职业道德现象，道德教育活动更能体现出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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