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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及计算机教育的普及推广，教育部对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
课程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高等院校的计算机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大学生的学科教育；另一类是面向
全体大学生的基础教育。
北京大学文科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团队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改革，总结出在基本知识、基本能
力和基本素养等方面对文科专业大学生的要求。
　　作为文科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本书结合当前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文科专业
的社会需求，介绍了计算机的概念与发展历史、操作系统的组成、多媒体技术和信息安全，并结合文
字处理、文稿演示和电子表格等常用软件进行讲解、提升和实践训练，旨在大学生能够了解信息技术
，熟练地使用计算机，真正把计算机当做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工具。
本书也可供广大计算机爱好者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的入门者参考、自学和培训的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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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1.1 信息与信息社会计算机是一种能够存储程序和数据并自动执行程序，快速而高效地完
成对各种数字信息处理的电子设备。
简单地说，计算机能够处理信息。
信息是人们由客观事物得到的，使人们能够认知客观事物的各种消息、情报、数字、信号、图形、图
像、语音等所包括的内容。
1.1.1　信息“信息”一词，据记载，最早出自南唐诗句“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依楼台”，但是
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以及科学对象来研究，却不过百年的历史。
最初研究信息理论的科学家香农（C.E.Shannon）和维纳（N.wiener）在1948年先后发表了《通信的数
学理论》和《控制论：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两部著作，其中提到“信息是以消除随机
不确定性的东西”和“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为信息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自身的感官感受着外界传来的大量信息。
人们感受到的这些信息分为未加工的信息和加工后的信息。
未加工的信息包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信息等。
通过加工处理，再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表达出来，更清晰、更准确、更有利于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
析和判断处理，叫做加工后的信息。
例如，利用测量的气象数据、空气质量状况来预测天气变化的趋势，然后利用语言、图片、文字、声
音、影视等形式，将这种趋势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出来。
各种交通工具上的信号指示灯、钟表的数字和指针所表示的时间、下载的文件、收发的电子邮件等，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接触到的信息。
从以上关于信息的认识来看，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
下面通过对信息的一些基本特征的描述，来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信息的概念：（1）客观性。
信息是客观存在的，是事物的一种属性，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编辑推荐

作为文科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材，《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结合当前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以及文科专业的社会需求，介绍了计算机的概念与发展历史、操作系统的组成、多媒体技术和信息
安全，并结合文字处理、文稿演示和电子表格等常用软件进行讲解、提升和实践训练，旨在大学生能
够了解信息技术，熟练地使用计算机，真正把计算机当做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工具。
《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也可供广大计算机爱好者和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的入门者参考、自学和培
训的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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