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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是4门对口升学必考课程之一，内容涵盖了计算机的发展史、计算机的硬件组
成、计算机的系统安装以及计算机维修等几个方面，陈广生、葛宗占主编的《计算机组装与维修》通
过对计算机全方位的拆解，不仅详细讲解了计算机的各部分组成，同时也介绍了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在教材的编写中注重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体现科学性、实用性。
正确处理理论知识与技能实践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应用能力和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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