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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人信息时代，计算机已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现代工具，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必须学习计算机，使
用计算机。
计算机课程是所有大学生必修的课程。
在我国3000多万大学生中，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占95％以上。
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计算机教育将对影响今后我国在各个领域中的计算机应用的水平，影响我国的信息
化进程，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在高校非计算机专业中开展的计算机教育称为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
计算机基础教育和计算机专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无论在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要求、
还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不相同。
在非计算机专业进行的计算机教育，目的不是把学生培养成计算机专家，而是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在各
个领域中应用计算机的人才，使他们能把信息技术和各专业领域相结合，推动各个领域的信息化。
显然，计算机基础教育应该强调面向应用。
面向应用不仅是一个目标，而应该体现在各个教学环节中，例如：教学目标：培养大批计算机应用人
才，而不是计算机专业人才；学习内容：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而不是计算机一般理论知识；学习要
求：强调应用能力，而不是抽象的理论知识；教材建设：要编写出一批面向应用需要的新教材，而不
是脱离实际需要的教材；课程体系：要构建符合应用需要的课程体系，而不是按学科体系构建课程体
系；内容取舍：根据应用需要合理精选内容，而不能漫无目的地贪多求全；教学方法：面向实际，突
出实践环节，而不是纯理论教学；课程名称：应体现应用特点，而不是沿袭传统理论课程的名称；评
价体系：应建立符合培养应用能力要求的评价体系，而不能用评价理论教学的标准来评价面向应用的
课程。
要做到以上几个方面，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要立足改革，埋头苦干。
首先要在教学理念上敢于突破理论至上的传统观念，敢于创新。
同时还要下大功夫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不断创新和完善。
近年来，全国许多高校、许多出版社和广大教师在这领域上作了巨大的努力，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
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教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打下了继续前进的基础。
教材建设应当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机械工业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计算机应用技术系列教材，本套教材的作者们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写出了一些新教材，力图为推动面向应用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作出贡献。
这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
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提高，对教学能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面向应用需要，采用多种模式，启发自主学习，提倡创新意识，树立
团队精神，培养信息素养。
希望广大教师和同学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不断创造新的经验，为开创计算机基础教育新局面，为我
国信息化的未来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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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技术与应用》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网络技术与应用》从先进性和实用性出发，较全面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以
及在组网、建网、管网和用网等方面的应用技术。
《网络技术与应用》层次清晰，概念简洁、准确，叙述通顺，图文并茂，实用性强。
《网络技术与应用》中既有适度的基础理论知识介绍，又有比较详细的组网实用技术的指导，同时配
有大量的应用实例和操作插图。
每章后面都附有大量习题和思考题，需要实验的章节还附有实训项目。
　　《网络技术与应用》适合本专科院校的非网络专业、自考、成人高校、远程教育等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计算机与网络应用类专业（如信息、计算机应用、电子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信息传媒
）的本科学生使用，还可供网络专业的专科学生作为学习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
网络与应用类课程的教材使用，另外，计算机从业人员和爱好者也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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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认识OSI体系结构与TCP／IP体系结构之前，应先学习一些网络体系结构方面的知识。
1.网络体系结构的研究意义与划分原则1974年，在美国IBM公司提出世界上第一个网络体系结构SNA后
，凡是遵循SNA结构的设备就可以方便地进行互连了。
随后，很多公司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网络体系结构，如Digital公司的DNA、ARPANet的参考模型ARM等
。
这些网络体系结构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采用了分层的做法，但每种模型所划分的层次、功能、采用的技
术与术语等却各不相同。
层次化网络体系结构的特点如下。
1）各层之间相互独立。
这样，某一高层只需知道如何通过接口（界面）向下一层提出服务请求，并使用下层提供的服务，并
不需要了解下层执行时的细节。
同时，由于各层独立划分，因此，每层都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实现技术。
2）灵活性好。
如果某一层发生变化，只要层的接口条件不变，则以上各层和以下各层的工作均不受影响，这样，有
利于技术进步和模型的修改。
例如，结构中某一层的服务不再需要时，可以取消该层的服务；而需要增加功能时，可以随时添加，
并不影响其他层。
3）易于实现和维护。
由于整个系统被分割为多个小模块，因此，使得整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变得容易实现、管理和维护。
4）有利于标准化的实现。
由于每一层都有明确的定义，即功能和所提供的服务都很确切，因此，十分利于标准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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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技术与应用》：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技术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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