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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是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史科娄专业大学计
算机教学基本要求（2006年版）》中的计算机大公共课程中的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的。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操作系统基础知识与Windows XP操作系统应用、
多媒体知识和应用基础、文字处理软件Word 2002电子表格处理软件Excel 2002演示文稿制
作PowerPoint2002计算机与国际互联网、网络环境下的计算机安全和综合应用等9章。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能够满足当前大学文科类计算机公共课教学的基本需要，也可作为其他
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公共课和等级考试培训班的教材，还可供办公自动化人员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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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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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1.4 计算机的分类1.1.5 计算机的应用领域1.1.6 计算机软件1.2 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1.2.1 数制及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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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常用操作系统简介2.2 Windows XP操作系统应用2.2.1 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运行环境及安装2.2.2
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启动及退出2.2.3 Windows基本操作2.2.4 文件管理与资源管理器2.2.5 设备管理与
控制面板2.2.6 常用附件使用思考题和习题第3章 多媒体知识和应用基础3.1 多媒体基础知识3.1.1 基本概
念3.1.2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3.1.3 多媒体技术的研究现状3.2 图像基础知识3.2.1 数字化图像知识3.2.2 怎样
实现图像数字化3.3 音频基础知识3.3.1 音频知识3.3.2 目前常见的音频文件格式3.4 视频基础知识3.4.1 数
字化视频知识3.4.2 常见的视频文件格式3.5 动画基础知识3.6 常用多媒体软件3.6.1 Windows域图3.6.2
Windows录音机的使用3.6.3 播放音乐的常用软件Winamp3.6.4 媒体播放器WindowsMediaPlayer3.6.5 流媒
体视频播放工具ReaIPlayer简介3.6.6 浏览图像的常用软件ACDSee3.7 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简介3.7.1
Photoshop简介3.7.2 Photoshop的窗口组成3.7.3 图像处理的基本操作3.7.4 插入文字3.7.5 图层与通道的使
用⋯⋯第4章 中文字处理软件 Word 2002第5章 电子表格处理软件Excel2002第6章 演示文稿制作
PowerPoint 2002第7章 计算机网络与国际互联网第8章 网络环境下的计算机安全第9章 综合应用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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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客观性。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的一种属性，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2）普遍性。
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在运动着，运动是绝对的；所有的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因此，信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会之中，无时无刻无所不在。
（3）认知性。
信息是可以认知和理解的。
但是对信息所表达的内容的理解，会因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实践经验、认知水平等不同而有所
差异。
（4）共享性。
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但不同于材料和能源。
材料和能源在使用之后会被转化、消耗掉；而信息在使用过程中是不会减少的，信息可以复制，并可
不断地重复产生信息副本。
使用信息的人越多，信息传播的面越广，信息的价值和作用就会越大，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的必然结果
。
（5）时效性。
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信息的可利用价值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信息的价值和作用有着鲜明的时效性。
如：用户在选购电脑时，一年前电脑的性能及型号信息对用户就已经毫无价值了。
（6）依附性。
信息必须依附于载体。
需要借助某种符号和载体才能表现出来和被感知，而且有些信息可以借助多种载体表现出来。
如：一条新闻可以通过电视的形式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听收音机的形式来获得，还可以通过看报纸的
形式来获得。
人们对信息与信息表现形式（媒体）的认识和理解很容易混淆。
人们感受到了承载信息的不同形式的媒体，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真正要了解的是这些信息媒体所表
达的内容。
如：收到朋友的电子贺卡邮件，会非常高兴。
使人高兴的不仅仅是来信中的文字、图片等（媒体），而是文字、图片等表达的内容（信息）。
承载信息的媒体所表达的内容才是信息。
2.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亦被称为“后工业社会”。
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将成为信息社会，即信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产业高度发达且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信息资源充分开发利用且成为经济增长
的基本资源之一；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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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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