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

13位ISBN编号：9787121118968

10位ISBN编号：7121118963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桂阳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10出版)

作者：桂阳 编

页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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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

前言

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全国联考，初试科目调
整为4门，分别是政治理论（100分）、外语（100分）、数学一（150分）、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150
分）。
其中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内容涵盖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络4个学科
专业，要求考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上述专业基础课的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内容超值，针对性强在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试大纲中，所规定要
考查的4个学科知识范围比较广。
根据希赛教育研究生院的调查，考生希望得到一本“精装”书——该书既能涵盖考试大纲的所有知识
点，同时又很精炼——以便在短时间内对考试大纲所规定的知识点进行快速的回顾和掌握，轻松考出
高分。
鉴于此，为了帮助广大考生顺利通过考试，希赛教育研究生院组织有关专家，在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下，编写和出版了本书——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考前
串讲用书。
本书对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进行了重点的串讲，利用表格分析法给出了每个知识点的难度及重点程度
。
章节中的知识点解析深浅程度根据难度及重点程度的情况而定，这种辅导方式保证内容全面，重点突
出，为考生打造一条通向考研终点的捷径。
由于编写组成员均为研究生考试第一线的辅导专家，负责和参与了考试培训与辅导、教程编写、考试
阅卷等方面的工作，因此，本书凝聚了专家们的知识、经验、心得和体会，也集成了专家们的精力和
心血。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又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考生来说，阅读本书就是一个“温故”的过程，必定会从中获取到新知识。
同时，通过阅读本书，考生可以掌握考试大纲规定的知识，掌握考试的重点和难点，非常轻松地找到
考试的最后冲刺状态，做到稳拿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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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第2版）》由希赛教育研究
生院组织编写，紧扣教育部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学科考试大纲，通
过对大纲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结合作者多年的考研辅导经验总结提炼而成。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第2版）》主要内容包括考试指
南、数据结构篇、计算机组成原理篇、操作系统篇和计算机网络篇。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第2版）》采用表格分析法
，科学地研究了每个知识点的难度及重点程度情况，准确把握每个出题点的深浅；详细解析了每一个
考点，并科学编写了相应的冲刺强化训练习题，结构科学、重点突出、针对性强。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第2版）》可以保证既不漏掉考
试必需的知识点，又不加重考生的备考负担，使考生轻松、愉快地掌握知识点，并领悟计算机学科考
研专业基础综合考试的真谛——“一书在手，过关无忧”。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计算机学科专业基础综合考前串讲（第2版）》可以作为计算机
学科考研专业基础综合全国联考的复习用书，也可作为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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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过程�31625.5.3 Telnet协议�31625.6 电子邮件�31725.6.1 电子邮件概述�31725.6.2 电子邮件的传递过
程�31725.6.3 简单邮件传送协议�31825.6.4 电子邮件的收信协议�31925.6.5 电子邮件的格式�32025.6.6 多用途
因特网邮件扩展（MIME）�32125.7 WWW�32225.7.1 WWW概述�32225.7.2 超文本链接、超媒体和超文本
标记语言�32325.7.3 统一资源定位符URL�32525.7.4 超文本传送协议HTT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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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数据结构是计算机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软件设计的技术基础，主要研究信息在
计算机中的组织和表示方法。
该课程要求考生系统掌握线性表、栈、队列、数组、树、二叉树、图、查找表等几种数据结构的基本
概念、操作及典型应用。
对于数据结构的学习，难在其中的算法及实现。
有条件的考生，可以在计算机上编写程序，自己实现教材上的算法（要注意，书上的算法通常都采用
伪代码编写，需要考生自己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去具体实现）。
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只有在心里进行推导了，可以使用实际的例子，手工“实现”算法。
例如，对于排序算法的实现，考生可以自己随机写10个左右的数据，按照排序算法的流程，手工排序
。
把算法的“执行”中间结果全部记录下来，逐步完成整个排序。
这种方法对算法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2.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的基本要求是使考生掌握计算机常用的逻辑器件、部件的原理、参
数及使用方法，理解简单、完备的单台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学习计算机设计中的入门性知识，掌
握维护、使用计算机的技能。
总的来讲，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中属于记忆型的知识比较多，需要考生花时间对相关概念、原理进行
识记。
另外，就是有关参数和性能指标的计算和评价，这一块是需要理解的，不能靠死记硬背。
在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要正确理解考试大纲中规定的各种
基本概念，掌握各概念中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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