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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应当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
力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世纪需要具有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能够独立完成面l临的任务、充满活力、有创新意识的新型人才
。
掌握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无疑是培养新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在计算机技术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与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成为推动各学科飞速发展的有
力的催化剂。
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具备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计算机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又是大众化的工具。
学习计算机知识，不仅能够掌握有关知识，而且能培养人们的信息素养。
这是高等学校全面素质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应当遵循的理念是：面向应用需要；采用多种模式；启发自主学习；重视实践训
练；加强创新意识；树立团队精神，培养信息素养。
计算机应用人才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他们是计算机应
用人才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另一部分是各行各业中应用计算机的人员。
这后一部分人一般并非计算机专业毕业，他们人数众多，既熟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又掌握计算机的
应用知识，善于用计算机作为工具解决本领域中的任务。
他们是计算机应用人才队伍中的基本力量。
事实上，大部分应用软件都是由非计算机专业出身的计算机应用人员研制的。
他们具有的这个优势是其他人难以代替的。
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到在非计算机专业中深入进行计算机教育的必要性。
非计算机专业中的计算机教育，无论目的、内容、教学体系、教材、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与计算机专
业有很大的不同，绝不能照搬计算机专业的模式和做法。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探索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特点
和规律。
2004年，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了《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课程体系2004》（简称CF（：2004）；2006年、2008年又共同推出了《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育课程体系2006》（简称cFC2006）及《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8》（简称cF
（22008），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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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第3版）》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科技工作者与研究
人员对计算机软件应用技术的需要，介绍了计算机软件设计的基础知识、方法与实用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集合与算法的基本概念、基本数据结构及其运算、查找与排序技术、资源管理技术、数
据库设计技术、编译技术概述、应用软件的设计与开发技术。
每章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习题。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第3版）》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软件
基础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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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分时系统中，多个用户分享使用同一台计算机，即在一台计算机上联接若干台终
端，每个用户可以独占一台终端。
所谓分时，是指若干个并发程序对CPU的分时，其中每个程序对CPU的时间分享单位称为时间片。
例如，设时间片长度为100毫秒，现有10个用户，则操作系统对每个用户的平均响应时间为10×100毫
秒=1秒。
也就是说，每个用户依次轮流使用100毫秒的时间片。
 分时系统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同时性。
即若干远、近程终端上的用户，在各自的终端上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
 （2）独立性。
即同一台计算机上的用户在各自的终端上独立工作，互不干扰。
 （3）及时性。
即用户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计算机的响应。
 （4）交互性。
即分时系统提供了人机对话的条件，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对自己请求的响应情况，继续向系统提出新的
要求，便于程序的检查和调试。
 由上可知，分时系统显著提高了程序开发与调试的效率，为程序设计与开发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开发
环境。
并且，在分时系统下，用户可以通过终端随时使用本地或远程的计算机，使用很方便。
此外，各分时系统的用户共享计算机资源，不仅使系统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还可以使用户之间方便地
互相交流程序、信息和计算结果等，有利于用户之间合作完成一项计划。
 第一个分时操作系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UNIX操作系统。
 3.实时操作系统 计算机的应用涉及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其中信息处理和过程控制是计算机的重要应
用领域，且都有一定的实时要求。
这种具有实时要求的系统称之为实时系统。
所谓实时，是指对随机发生的外部事件作出及时的响应并对其进行处理。
这里所说的外部事件是指来自计算机系统相连接的设备所提出的服务要求和数据采集。
 实时系统分为实时过程控制系统和实时信息处理系统两类。
前者用于工业生产的自动控制、导弹发射和飞机飞行等军事方面的自动控制、实验过程控制等。
后者用于如机票预订管理、银行或商店的数据处理、情报资料查询处理等方面。
这些实时系统的特点是严格的时间限制，它要求计算机对输入的信息作出快速响应，并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规定的操作。
实时系统都要由适应这种要求的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进行管理和协调，以满足实际的需要。
 4.通用操作系统 根据实际需要，往往要将以上这些系统的功能组合起来使用，从而形成通用操作系统
。
例如，成批处理与分时处理相组合，分时作业为前台作业，而成批处理的作业为后台作业，这样，计
算机在处理分时作业的空闲时间内，就可以适当处理一些成批作业，以避免时间的浪费，充分发挥计
算机的处理能力。
同样，成批处理系统也可以与实时系统相组合，此时，实时作业为前台作业，成批处理的作业为后台
作业，这样也可以充分发挥系统资源的作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编辑推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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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