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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第一版于2005年正式出版，四年过去了，信息技术继续快速发展，信息社会的进程突飞猛进，
一些新的领域和技术正在开拓应用，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对个人
、社会的深刻影响。
为了使教材内容能够跟上信息技术的进步，作者在原书第一版的基础上，对全书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
动，力图反映这些最新的技术成果。
    本教材第二版较之第一版，虽内容有较大变化，但整体结构仍以信息技术为主线而展开，并沿袭了
原版所固有的风格。
通过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使学生掌握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和利用计算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为将来应用信息技术解决自
己专业领域问题打下基础。
    在信息化社会里，个人对于信息的获取、表示、存储、传输、处理、控制和应用越来越成为一种最
基本的生存能力，也被社会作为衡量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该是着眼于学生信息能力与信息素养的培养，大学计算机教育必将朝着
这一目标而发展。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改革及其教材建设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载体。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已从原来的单纯讲授软件操作与使用为主，转变到
信息技术的学习及信息技能与素养的培养，并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大学信息技术课程，受到教师
与学生的欢迎。
    近两年，笔者参与了教育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以及本届教指委起草的《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的讨论。
“基本要求’，文件中指出：当前，高等学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必须进一步同
其他各个学科专业交叉与融合，迫切要求提高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将成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教育，并且不断
强调面向应用和重视实践的功能。
所谓信息素养更多的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的理解、发现、评估和利用信息的认知能力。
这些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为今后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是作者今后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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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5.3 图形与图像处理技术的区别与联系　　应当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图形和图像有很大不同，不
能混为一谈。
直到目前为止，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还是作为两门课程分别讲授的。
　　计算机图形学是指将点、线、面、曲面等实体生成物体的模型，然后模型存放在计算机里，并可
修改、合并、改变模型和选择视点来显示模型的一门学科。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如何将数据和几何模型转变成计算机图像。
计算机图形技术主要应用于CAD、物理实体建模、可视化、虚拟现实，以及计算机动画、游戏等领域
。
图形学的逆过程是分析和识别输入的图像并从中提取二维或三维的数据模型（特征）。
例如手写体识别、机器视觉。
　　图像处理技术是采用计算机外部辅助设备（如扫描仪、视频采集装置等）输入的图像像素数据进
行处理、压缩、传输的一门计算机技术。
就存储方式而言，图像是指计算机内以位图（Bitmap）形式存在的灰度或彩色信息图形的几何属性，
应用面非常广。
　　在实际应用中，图形图像技术是相互关联的。
把图形处理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可以使视觉效果和质量更加完善，更加精美。
尤其是利用图形和图像相结合的技术能够进行立体成像。
从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应用实践的要求来看，图形图像的结合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必要性表现在目前多媒体系统和虚拟现实系统中多利用这两种技术进行完美逼真的立体成像。
可能性表现在当前图形和图像都是以光栅扫描中的像素为基础，这就便于在同一系统中进行两种处理
。
目前的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常常是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相结合，但发展趋势则是完全采用纯数字技术。
随着图形图像技术的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其界线也越来越模糊。
　　图形与图像的主要区别如表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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