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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科学导论”是大多数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
课程讲授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科学有关的基本概念，使学生对本专业的核心知识有全面的、概要的
认识。
本课程的一种典型教学安排是每周课堂讲授3学时，14周共42学时。
在较短时间内要完成覆盖面很广、内容极为丰富的专业知识教学，而又要使一年级学生能够理解，关
键在于：1.要建立一个课程讲授结构体系；2.要把握好内容广度和深度的关系；3.要采用深入浅出的叙
述风格。
笔者在中山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任教多年，20世纪80年代负责开设本课程之后，一直是本课程的主讲教
师。
二十余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设计以“一个本质核心，三条内容纲领”来组织本门课程，使学生能够
在短短的十几周里对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科学有入门性的、较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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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章，包括认识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系统的组成、计算机软件系统、计算机通
信与网络、数据表示方法、数据加工表示方法、计算学科的知识领域。

　　和同类教材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以“一个核心、三条纲领”来组织教学的内容。
计算机的核心功能是数据处理，计算机科学要提供数据表示和数据加工表示的理论、方法、技术，并
最终在计算机系统上实现。
按照本书叙述体系，初学者容易理解在后续课程中展开的专业概念，开始关注专业课程之间的内在关
联。

　　本书适宜在高等学校用作“计算机科学导论”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兴趣了解计算机科学概貌的读
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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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问题分析分析的目的是把面临的问题定义清楚。
首先是功能需求分析。
需要的输出数据是什么？
应该有哪些输入数据？
从输入到输出要有什么样的数据转换动作？
然后确定用计算机解决问题方案的可行性。
就是说从技术、经济、运行、社会等角度分析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有必要使用计算机系统来解决问题吗？
使用计算机系统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吗？
2）解题模型问题确定后就要提出问题的解法，即所谓的解题模型。
解题方法往往源自计算机科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知识。
例如，要由受力数据确定一栋大厦的梁柱尺寸和钢筋的配置方案，就要用建筑力学的知识。
要确定原料采购的最佳时机和合理数量，要靠管理学的知识。
解题模型可以用数学的形式或者非数学的形式来表示。
3）算法设计针对问题解法，设计能在计算机上执行的算法。
解题模型是个一百几十阶线性方程组，解它的算法是什么呢？
一个银行转账业务的算法又如何确定呢？
这都是计算机专业人员要回答的问题。
发现问题的算法是解决问题非常基础的步骤，极具挑战性。
对专业人员来说，发现算法有两种较现实的途径：一是学习前人研究结果，学习是掌握典型算法的最
好途径，几百年来，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各种各样的算法，有些问题可供选择的算法数以十计；二是
仿照人在解决任务时的操作过程来设计算法，例如要设计银行转账算法可以参照银行业务人员的工作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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