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计算机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302296515

10位ISBN编号：7302296510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艾明晶　主编

页数：257

字数：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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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计算机基础>>

内容概要

《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作者艾明晶)在第1版的基础上，针对学生
计算机水平起点提高的现状，结合当今最新计算机技术，进行了大幅修订和改编。
与第1版相比，《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理论性更强、重点更突出。
全书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基础、信息安全与道德、多媒体技术基础、程序
设计基础、数据库技术基础等7章内容。

第2版仍然沿用第1版“案例驱动、引导教学”的写作风格，同时引入计算思维的思想，以“问题求解
”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即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思路组织教学内容，先通过一个实例提出问题，然后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出解决该实例必须
了解的概念和需要应用的知识，并展开论述与之相关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最后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作者精心设计的各种实例难易适中、新颖独特；书中淡化操作，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
时，本书具有内容先进、层次清晰、详略得当、突出应用、图文并茂等特色。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的
自学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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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3操作系统的发展 操作系统的发展是由“硬件成本不断下降”和“计算机功能和
复杂性不断增加”两个因素驱动的。
计算机产生之初是没有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的整个执行过程完全由人来掌控，即单一控制终端、单一
操作员模式。
但是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多，人已经没有能力直接掌控计算机。
于是，人编写操作系统来代替人掌控计算机，将人从日益复杂繁重的任务中解脱出来。
 操作系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工操作方式（20世纪40年代） 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计算机采用单
一操作员、单一控制端（single operator，single console，SOSC）的操作系统。
SOSC操作系统不能自我运行，它完全是由用户采用人工操作方式直接使用计算机硬件系统的。
第一代计算机在运行时，用户独占全机并且CPU等待人工操作，因此效率极低。
 第二阶段：单道批处理操作系统（20世纪50年代） SOSC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计算机和人速度不匹
配，CPU永远都在等待人的命令。
如果将每个人需要运行的作业事先输入到磁带上，交给专人统一处理，并由专门的监督程序控制作业
一个挨一个地执行，则可以减少CPU的空闲时间。
这就是批处理操作系统。
这个时代的计算机内存中只能存放一道作业，所以称为单道批处理系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文件的概念。
因为多个作业都存放在磁带上，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进行隔离，这就抽象出一个区分不同作业的东西即
文件。
 第三阶段：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20世纪60年代） 单道批处理中CPU和输入输出设备是串行执行的
，CPU和I／（）设备的速度不匹配导致CPU一直等待I／O读／写结束而无法做其他T作。
是否能让CPU和I／O并发执行呢？
即当I／O读／写一个程序时，CPU可以正常执行另一个程序。
这就需要将多个程序同时加载到计算机内存中，从而出现了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
 在多道批处理中，操作系统能够实现多个程序之间的切换。
它既要管理程序，又要管理内存，还要管理CPU调度，复杂程度迅速增加。
 第四阶段：分时操作系统（20世纪70年代） 在批处理系统中，用户编写的程序只能交给别人运行和处
理，执行结果也只能靠别人告知。
这种对程序脱离监管的状态让用户无法接受。
能否既让使用者亲自控制计算机，又能同时运行多道程序？
这就是分时操作系统。
计算机给每个用户分配有限时间，只要时间片一到，就强行将CPU的使用权交给另一个程序。
分时操作系统将计算机等人转变为人等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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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作者精心设计的各种实例难易适中、新颖
独特；书中淡化操作，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大学
计算机基础(第2版)》具有内容先进、层次清晰、详略得当、突出应用、图文并茂等特色。
《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规划教材:大学计算机基础(第2版)》既可作为高等院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大
学计算机基础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的自学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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