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3523191

10位ISBN编号：7563523197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作者：钟义信 编

页数：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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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前言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之所以被称为“信息时代”，是因为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为社会提供一种
崭新的通用的社会生产工具——大规模智能化的信息网络，一种能够按照一定目的主动获取信息、把
信息加工成为知识、把知识转换成为智能策略和智能行为从而成功地解决问题的社会生产工具，一种
类似于人类劳动者的聪明的社会生产工具。
劳动者利用这种社会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活动，就可以形成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生产力；这样的社会生
产力就会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形成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上层建
筑，使工业社会转变成为信息社会。
　　虽然目前的网络（电信网、互联网、电视网）还只是一种初等的信息网络，主要只能提供信息传
递与共享的服务，远远没有达到“智能化信息网络”的技术状态和能力水平，但这个目标和前景十分
清晰，通过努力一定可以达到。
　　因此，为现在和未来的大学生（甚至是高年级中学生）提供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教育至关重要
。
这是21世纪高等学校教学内容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否则，我们的教育就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的人才后备大军就会落后于时代。
而人才知识和能力的落后，则将导致异常可怕的后果。
　　不可避免的是，教育落后于现实是一个普遍规律。
在信息科学技术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学校还鲜有信息科学与技术的专业。
目前，我国许多高等学校虽然陆续建立了与信息科学技术相关的专业，但是，缺乏高水平的信息科学
与技术专业的教材，甚至对于“什么是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理解也还千差万别。
　　为了尽快扭转这种落后状况，为了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培养高水平的信息科学与技
术人才，北京邮电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三峡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高校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们走到一起，通过研
讨和交流，决定联合起来，共同编写一部《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教材，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使用。
　　通过研讨，编者们认识到，作为“导论”，它的任务不是要具体地为学生补充信息科学与技术专
业的某些概念和知识，而是要高瞻远瞩地引导学生理解：什么是信息科学与技术？
为什么当今时代会出现信息科学技术？
为什么应当学习和研究信息科学技术？
它的基本知识结构是什么？
信息科学技术与其他相关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什么？
信息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什么作用？
它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什么？
怎样才能学好信息科学技术？
其实，这些正是信息类专业大学新生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他们离开中学进入大学之后最为关切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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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科学是信息时代的标志性学科。
本书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阐述了信息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概念、知识结构、主
要特色、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发展前景，以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
作为导论，书中还特别向读者讲解了自主建构信息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科学方法，特别适合于本学科
大学新生学习。
    本书的写作高屋建瓴，立意清新，定位准确，理解深刻，内容完整，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文笔流
畅，不仅适合本科学生学习，也适合从事其他专业又对信息科学技术有兴趣的广大读者学习，同时可
供高中高年级学生了解信息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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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理解了科学技术本身的基本概念之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是：科学和技术是怎样发生的？
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规律？
人类为什么要创造科学和技术？
没有科学和技术行不行？
　　众所周知，科学和技术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在远古时代，世上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技术。
那时，人类还处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他们群居生活在原始森林之中，赤手空拳，以采集和捕猎为生，以野果和猎物为食。
但是，当弱小的猎物被捕杀得越来越难寻觅，低处的野果被采摘得越来越少见时，他们自身的生存便
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环境改变了，“生存的需求”便驱使着原始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进化
，以增长新的本领来适应新的环境，求得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遭到环境的淘汰而被灭绝。
　　考察表明，人类的进化分为两个基本阶段：首先是生物学进化阶段（初级进化阶段），这是一个
漫长的进化阶段；然后才是文明进化阶段（高级进化阶段），这一阶段至今仍在继续，而且演进得越
来越快速，越来越高级。
　　在生物学进化的阶段，人类主要通过自身各种器官功能的分化和强化来增强自身的能力。
直立行走，手脚分工，是人类生物学进化阶段的主要成果。
由四脚行走进化到直立行走，人类的视野大大开阔了，认识环境和认识世界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也使
人类身体的灵活性大大增强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
通过手脚分工，人类的双手从行走功能中获得解放，手的功能大大增多，变得更加灵巧，使人类适应
环境和改造环境的能力空前增强。
　　不难理解，由于人类生理器官功能分化和强化的有限性，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不可能无
限制地展开，因而不可能无限制地取得显著成效。
当人类自身器官功能的分化和强化达到或接近饱和程度之后，由生物学进化所带来的新的能力的增强
必然逐渐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
然而，人类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求却永无止歇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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