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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看到，作为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职高专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系原则的研究与实践”的
研究成果之一，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级课题——“IT领域高职课程结构改革与教材改革的
研究与试验”课题组所编撰的《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解决方案（两、三年制适
用）》（以下简称“解决方案”）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培养方案配套教材
分别由科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新的转折点。
随着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实用型高级人才。
如何培养职业人才呢？
教育部提出了“以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正
在发生巨大变革。
例如，产学结合、两年学制、推行双证、建设实训基地等，都是围绕就业导向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
施。
信息产业是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它需要大批高素质的高级实用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程”解决方案》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电子信息类专业“双证课
程”培养方案配套教材的出版对促进高等职业教育IT类人才培养，我国IT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改革高
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它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解决方案”以及配套教
材是依据行业企业需求开发的，它根据信息产业发展对复合型高技能人才需求的特点，结合信息产业
部最新推出的“CEAC一院校IT职业认证证书”标准要求编写而成。
认证证书表明持证人具备了相应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它可以作为相关岗位选聘人员、技术水平鉴定
的参考依据。
将其引入学历教育，可以使高职高专学生在不延长学制的情况下，获得证书以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2）“解决方案”以及配套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制定的《普通高等教育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
专业目录》开发的，并以其中的电子信息大类专业（大类代码：59）设置的情况为依据，对于高等职
业院校两年制IT类专业学校来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3）“解决方案”以及配套教材采取了先进的课程开发方法，采用了已经通过部级鉴定的“就业导
向的职业能力系统化课程及其开发方法（VOCSCUM）”。
该方法现已作为优秀案例列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的“银领工程”系列丛书，值得高职高专院
校借鉴。
我希望，从事IT类高等职业教育的老师以及在该领域学习的学生能从“解决方案”以及配套教材中得
到较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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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装与故障维修》以微机的硬件基础与选购一微机的硬件组装及CMOS设置一微机软件
安装一微机性能测试与优化一微机软件系统维护与故障处理一微机硬件系统维护与故障维修一微机实
用工具软件为主线，由浅人深，系统介绍了微机的选购、组装、测试、优化、维护及维修实用技术。
全书共分8章：第1章为微机系统概述；第2章为微机的硬件基础及选购，第3章为微机的硬件组装
及CMOS设置；第4章为微机的软件安装；第5章为微机系统的性能测试与优化；第6章为微机软件系统
维护与故障处理；第7章为微机硬件系统维护及故障维修；第8章为微机实用工具软件。
《计算机组装与故障维修》内容详尽、充实、新颖，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适用性强。
《计算机组装与故障维修》适合于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举办的职
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民办高校、
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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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微机主要组成部件的功能（1）运算器运算器是完成二进制数据的算术或逻辑运算的部件，它
由算术逻辑部件（ArithmelicLogicUnit，ALU）、累加器和暂存寄存器组成。
ALU是运算器的核心，具体完成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累加器的字长和位数相同，用于存放参加运算的操作数和连续运算的中间结果以及最后结果。
从累加器的功能上来看，它也是一种寄存器。
暂存寄存器的字长和位数也相同，它用来暂存总线送来的操作数。
（2）控制器控制器（ControlUnit，CU）用来实现微型计算机本身运行过程的自动化，即实现程序的
自动执行。
一般来说，控制器必须包括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以及时序部件启停线路等4个部件
，以完成取指令、分析指令、执行指令、再取下一条指令这一周而复始的工作过程。
（3）存储器存储器用来存放数据和程序，是计算机各种信息的存储和交流中心。
按照存储器在计算机中的作用，可分为内存储器、外存储器和高速缓冲存储器，即通常所说的3级存
储体系结构。
①内存储器。
又称主存储器或随机存储器，简称内存。
用于存放计算机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和相关数据，CPU可以直接对它进行访问。
②外存储器。
又称辅助存储器，简称外存。
用于存放暂时不用的程序和数据，不能直接和CPU进行数据交换。
常见的外存储器有软盘、硬盘、光盘和优盘等。
③高速缓冲存储器。
它位于CPU和内存储器之间，用于解决CPU和内存之间的速度匹配问题，即通常所说的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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