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302214427

10位ISBN编号：7302214425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士玉

页数：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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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教程>>

前言

传统的高校教学过程所遵守的基本学习顺序是：基础课一专业基础课一专业课一毕业设计（论文）。
毫无疑问，这样的学习过程其主流是科学合理的，但是也存在不小的问题。
其主要问题就是学生长期陷入具体的课程和章节之中，缺乏对专业的全面了解，这种情况犹如没有地
图迷失在丛林中，只见一棵棵树木而不见森林全貌，只见脚下路径而不辨前进方向。
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下，这种学习方式所带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秉持应用性办学方向和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原则，针对这一问题于2005年决定在
各个专业的第一学期开设专业导论课程。
专业导论课程的开设深受学生欢迎，经过数年的教学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各专业都形成了本
专业比较成熟的专业导论课程。
在当今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下，专业导论课程的开设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首先，在第一学期解决了学生对专业的困惑问题，使学生建立起对本专业比较全面的、概括的、初步
的认识。
在当今的就业环境中，学生在专业选择和课程学习方面希望越来越多地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但是由
于对专业的不了解而陷入困惑。
专业导论的开设，犹如使学生在进入所选专业这个广阔、繁茂的知识森林之前，先对其全貌做一个俯
瞰。
其次，专业导论课程的开设适应了信息时代现代人的学习和认知规律。
在没有互联网和电子读物的时代，人们的读书学习顺序基本是按部就班、按照章节顺序纵向进行，如
图0-1所示。
在当今信息时代，由于网站和各类电子读物大量采用超链接技术，学习过程是横向和纵向结合进行，
具有跳跃性特点，这就要求学习者不论学习过程进入了何处细节，始终都要保持对学习对象总体纲要
的了解，如图0-2所示。
专业导论课程的开设，正是适应了信息时代现代人的学习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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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学本科第一学期所用教材，从信息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信息
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的建立、学科领域和专业基础、主要专业课程、信息化建设、信息管理应用和信
息管理专业的职业岗位这七大方面进行论述，旨在使学生在入学初期就对本专业从产生、发展、研究
对象、研究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一个初步的、概括性的了解，
进而明确本专业的意义所在，以及今后的学习内容和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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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2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基本形势1.信息化发展的进展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
工作，20世纪90年代，相继启动了以金关、金卡和金税为代表的重大信息化应用工程；党的十五届五
中全会把信息化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作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
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体现
在如下八个方面：（1）信息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设施。
（2）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稳步上升。
（3）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效果日渐显著。
（4）电子政务稳步展开，成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政务公开的有效手段。
（5）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重要进展。
（6）信息安全保障工作逐步加强。
（7）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全面展开。
（8）信息化基础工作进一步改善。
信息化基础工作包括：信息化法制建设，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和信息化培训工作。
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如下六个坚持：（1）坚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正确处理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长远规划，持续推进。
（2）坚持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把信息化作为解决现实紧迫问题和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充分发
挥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作用。
（3）坚持把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放到重要位置，加强统筹协调，促进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4）坚持引进消化先进技术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优先发展信息产业，逐步增强信息化的自
主装备能力。
（5）坚持推进信息化建设与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并重，不断提高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
保护水平。
（6）坚持优先抓好信息技术的普及教育，提高国民信息技术应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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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导论教程》：应用型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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