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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已占全国高等学校半数以上，高职学生数
已超过全国大学生的半数。
高职教育已占了我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发展高职，培养大量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
是促进社会就业的有效措施，也是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的质最直接影响了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办好高职教育，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已成为我同教育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为了更好地发展高职教育，首先应当建立起对高职教育的正确理念。
高职教育是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
它的培养目标、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本科教育有很大的不同。
高职教育不是通才教育，而是按照职业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培养的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
岗位要求为依据的教育。
高职教育是直接面向市场、服务产业、促进就业的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
切的部分。
在高职教育中要牢固树立“人才职业化”的思想，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职业的要求。
衡量高职学生质量的标准，不是看学了多少理论知识，而是看会做什么，能否满足职业岗位的要求。
本科教育是以知识为本位，而高职教育是以能力为本位的。
强调以能力为本位，并不是不要学习理论知识，能力是以知识为支撑的。
问题是学什么理论知识和怎样学习理论知识。
有两种学习理论知识的模式：一种是“建筑”模式，即“金字塔”模式，先系统学习理论知识，打下
宽厚的理论基础，以后再结合专业应用；另一种是“生物”模式，如同植物的根部、树干和树冠是同
步生长的一样，随着应用的开展，结合应用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
对于高职教育来说，不应该采用“金字塔”模式，而应当采用“生物”模式。
可以比较一下以知识为本位的学科教育和以能力为本位的高职教育在教学各个方面的不同。
知识本位着重学习一般科学技术知识；注重的是系统的理论知识，讲求的是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学习要求是“了解、理解、掌握”；构建课程体系时采用“建筑”模式；教学方法采用“提出概念解
释概念－举例说明”的传统三部曲；注重培养抽象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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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计算机硬件各组成部件，包括CPU、主板、内存，硬盘、光驱、显示器。
机箱和电源、鼠标、键盘等的主要性能指标和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还介绍了笔记本电脑的组成、
计算机硬件的组装流程、BIOS设置、操作系统的安装、驱动程序的安装以及计算机日常维护和常见故
障及解决方法，使读者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的日常维护及解决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本书在介绍中简化了一些不必要的硬件原理及抽象、过时且意义不大的理论内容，并更加注重读者实
践能力的培养，内容深浅适中，简明实用。
本书各章节配有学习目标、本章小结及大量实物图片。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教材，也适合计算机培训学校及IT从业人员、计算机维
修人员、装机人员等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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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64位处理器主要有两大优点：（1）可以支持更大的内存寻址空间。
（2）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数据计算。
但是64位处理器的性能不一定比32位的高，在目前32位软件应用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
目前的操作系统和绝大部分的应用软件都是32位设计的情况下，64位处理器体现的性能有可能还不
如32位的处理器。
怎样才能发挥出64位处理器应有的强劲性能，那就需要64位处理器、64位操作系统和64位应用软件三
者的结合，三者缺一不可。
随着Vista系统的普及，预计64位普及的时代已经不再遥远。
2.2.3  频率、频率描述的是周期性的循环信号在单位时间内（如1s）所产生的脉冲的个数。
频率的标准计量单位是Hz（赫兹）。
频率的单位还有kHz（千赫兹）、MHz（兆赫兹）、GHz（吉赫兹），其转换关系为1GHz=1024MHz
，1MHz=1024kHz，1kHz=1024Hz。
计算机是一个脉冲驱动的机器，在CPU中有很多涉及频率的概念，如主频、外频、倍频、前端总线频
率等。
1.主频CPU的主频，即CPU内核的时钟频率（CPU Clock Speed）。
有很多人都认为，提高CPU的主频就可以加快CPU的计算速度，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CPU的主频和它实际的运算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公式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CPU的运算速度还要看其他的性能指标，如CPU缓存大小、CPU的指令集、CPU的位数等。
因为CPU的主频并不能代表一个CPU的处理速度，所以有时候还能看到有些主频低的CPU比主频高
的CPU的处理能力还要强。
由于目前制造工艺的限制，CPU的主频已经很难再提高，这也是CPU向着多核心发展的原因之一。
2.外频和倍频   外频为系统总线的工作频率（系统时钟频率），CPU与周边设备传输数据的频率，具体
是指CPU到芯片组之间的总线速度。
外频是CPU与主板之间同步运行的速度，而且目前的绝大部分计算机系统中的外频，也是内存与主板
之间的同步运行的速度。
目前主流CPU的外频为200MHz、266MHz、333MHz等。
倍频是计算机主频与外频之比，也称为倍频系数。
倍频系数理论上从1.5一直到极限，以0.5为一个单位间隔。
主频、外频、倍频之间的公式关系为主频＝外频×倍频在早期的计算机中，由于CPU的主频还比较低
，CPU的主频和外频是相等的，但后来CP[J的主频不断地提高，而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如插卡、硬盘
）受到制造工艺上的限制，频率到达了极限，难以再提高，于是就有了倍频的概念，出现了倍频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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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体现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发布的《中国高职院校计算机教育课程体系2007》的指导思
想和课程体系，切合高职特点。
定位准确.内容先进，取舍合理，体系得当，风格优良。
不是根据学科的原则确定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组织课程，突出应用技能。
写法上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从实际问题入手，按照“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分析”的三部曲组
织教学，符合读者认知规律.易于学习，有利于培养应用能力。
针对性强，适用性广，符合当前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实际需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PC组装与维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