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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求》）中指出，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我国要从改
造传统工业入手，走工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此，需要培养大批新一代“专业+信息”的工程技术人才。
作为信息技术的核心，计算机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计算机基础课程在高校确立了
公共基础课的地位。
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的进程中，计算机基础的教学改革朝着高水平、应用化、规
范化方向推进。
　　在完成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的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十余所高校计
算机基础教学的负责人和一线教师，对这些高校中几千名本科生以问卷的形式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现状
进行了抽样调查，内容涉及了大学生起始计算机技能基本情况、目前课程安排和课程效果评价三个方
面，着重了解了当代大学生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及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意见与建议等。
通过对这些调查问卷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些计算机基础教学课程体系改革的启示。
在此基础上，按照《基本要求》的精神，结合计算机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实际，以“知识－技能－能力
”培养为目标，对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调整，构建了“大学计算机基础+X门计算
机应用课程”和“程序设计基础+x门计算机应用课程”两种“1+X”课程体系模式，形成了新型的计
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方案。
　　在以上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与实践系列教材”编审委
员会，希望能编写出一套适合于此教学方案的教材并建设相应的课程教学资源。
　　该系列教材以“面向应用、强化基础、注重融合”为原则，从面向应用的计算机硬件基础和软件
基础两个角度入手，从融合专业技术的发展、社会对现代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出发，按照两种“1+x
”的课程设置方案，选择了五门比较基础且通用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来组织编写。
其特点如下：　　1.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所有教学内容均从应用问题出发，以引例、实例和案例作为背景，提出每章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的，
使学生对学习什么知识、为什么要学这些知识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并通过解决问题使所学基础知识得
到强化。
所有引例、实例和案例都具有代表性，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内容新颖，知识结构更加合理。
所有教学内容进一步体现了新版《基本要求》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教学改革与实践经
验及地方经济结构和行业的需要，并融合相关专业知识，适当地增加了部分内容。
同时突破了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教学模式，对相关内容的知识结构顺序做了调整，更利于学生对计算机
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进一步体现了计算机基础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计算机基础课程到底应该学哪些知识？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对计算机知识的需求是什么？
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的内容怎样适应这种要求？
所有这些是衡量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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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计算
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而编写。
《大学计算机基础》以“面向应用、强化基础、注重融合”为原则，从而向应用计算机去解决日常事
务问题和面向专业融合解决专业领域问题两个层面，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系统平台的基本概念、组成
配置的基础知识和信息表示、存储与检索的基本方法，以及面向专业应用所需的信息处理技术及软件
设计基本理论。
　　全书共分为9章，主要内容有概述、计算机硬件系统、计算机的信息转换与表示、操作系统基础
、软件设计基础、数据库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及应用基础、多媒体技术基础和信息安全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成人
院校、各种社会培训机构、个人自学的计算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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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视频卡　　视频卡也称为视频采集卡，用于获取数字化视频信息，并可将其存储、播放或
进行一些特性处理。
视频卡在捕捉视频信息的同时可以获得伴音，音频信息和视频信息在数字化时可以同步保存、同步播
放，当然前提是微型计算机上必须装有声卡。
大多数视频卡都具备硬件压缩的功能，即在采集视频信号时首先在卡上对视频信号进行压缩，然后才
通过接口把压缩的视频数据传送到主机。
视频采集卡是用户进行视频处理必不可少的硬件设备。
　　视频采集卡按照视频信号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模拟采集卡，另一类是数字采集卡。
　　模拟采集卡，其视频信号源来自于模拟摄像机、电视信号、模拟录像机等，要将模拟信号转化成
数字信号，通过AV或S端子将信号采集到微型计算机中。
使用模拟采集卡会使视频信号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有人曾形象地作了一个类比，模拟采集类似于利用录像机翻录影带，翻录的子带总是不如母带清晰，
如果再利用子带翻录，效果会更差。
　　数字采集卡，其视频信号源主要来自数码摄像机及其他一些数码设备，是数字对数字的形式，一
般通过IEEE1394数字接口将数字视频信号无损地采集到PC机中。
使用数字采集卡，在采集过程中视频信号没有损失，可以保证得到与原始视频源一模一样的效果。
　　现在的视频采集卡一般都是二合一采集卡，即数字模拟采集卡，AV+DV采集卡。
数字输入／输出，模拟接口输入（DV／AV／S-video），全接口板卡，如图2-30所示。
　　2.多媒体输入／输出设备　　（1）打印机　　打印机可以将计算机的运算结果以人所能识别的数
字、字母、符号及图形等形式，按照规定的格式打印在纸上，也是计算机的基本输出设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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