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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第2版）的配套教材。
全书共分3部分，在第1部分教学指导中，对全书10章的学习目标、学习要求以及重点与难点的掌握，
都给出了明确说明；第2部分习题详解与主教材各章习题完全配套，并给出了详尽的参考答案；第3部
分综合训练可根据教学选用。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特别是非机电类专业教师的辅助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学生
和广大读者的自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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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教学指导、习题详解与综合
训练（第2版）》定位在本科非计算机专业的层面上。
对教材编写模式与内容做了重要更新，不仅适应于计算机硬件教学的需要，也体现了先进性与实用性
相结合的教材改革方向。
结构符合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最新设计要求，还兼顾了硬件技术的最新发展。
保持了“以16位机为基础、追踪32位和64位主流系列高性能微型计算机的技术发展方向”的基本特色
，抓住计算机硬件关键技术发展的主线，使教材全局优化、基础扎实、实用性强。
进一步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文字流畅，深入浅出，有利于教师将微机硬件知识的精华在有限时间
里教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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