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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近20年里，计算机学科有r很大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ldquo;计算机科学&rdquo;这个名字已经
难以涵盖该学科的内容，因此，改称其为计算学科（Computing Discipline）。
在我国本科教育中，1996年以前曾经有计算机软件专业和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之后被合并为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专业。
2004年以来，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根据我国计算机专业教育和计算学科的
现状，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发布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提出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名称之下，
构建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软件工程和信息技术四大专业方向。
《规范》中四大专业方向的分类，在于鼓励办学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设定不同的培养方案，以培养更
具针对性和特色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为配合《规范》的实施，落实中央&ldquo;提高高等教育质量&rdquo;的精神，我们规划了&ldquo;面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系列教材&rdquo;。
本系列教材面向全新的计算学科，针对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向新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过渡
的趋势编写，在知识选择、内容组织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满足《规范》的要求，并与国际接轨。
本套教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体现《规范》的基本思想，满足其课程要求。
为使教材符合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际，编委会根据《规范》的要求规划本套教材，广泛征集在国内
知名高校中从事一线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承担编写任务。
（2）围绕&ldquo;提高教育质量&rdquo;的宗旨开发教材。
为了确保&ldquo;精品&rdquo;，本系列教材的出版不走盲目扩大的路子，每本教材的选题都将由编委
会集体论证，并由一名编委担任责任编委，最大程度地保证这套教材的编写水准和出版质量。
（3）教材内容的组织科学、合理。
体系得当。
本套教材的编写注重研究学科的新发展和新成果，能够根据不同类型人才培养需求，合理地进行内容
取舍、组织和叙述，还精心设计了配套的实验体系和练习体系。
（4）教材风格鲜明。
本套教材按4个专业方向统一规划，分批组织，陆续出版。
教材的编写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探讨先进的教学方法。
（5）开展教材立体化建设。
根据需要配合主教材的建设适时开发实验教材、教师参考书、学生参考书、电子参考资料等教辅资源
，为教学实现多方位服务。
我们衷心希望本系列教材能够为我国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教学作出贡献，欢迎广大读
者广为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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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成基础》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和内部工作机制。
内容主要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运算基础、数值的机器运算、存储系统和结构、指令系统、中央处
理器、I／O接口、外围设备和总线。
《计算机组成基础》内容全面、概念清楚、语言通俗易懂，并且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
书中各章都列举一些例题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及各部件的工作原理，而且每章后都附
有适量的习题。
《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系列教材：计算机组成基础》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工程硕士及相关层
次学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专业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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