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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Linux操作系统机制，分析了部分Linux内核代码，并列出了操作系统针对性的实验；
从Linux操作系统环境、系统调用、定时器、内核模块、进程调度、虚拟存储、文件系统，循序渐进
到Linux内核的改动。
Linux．操作系统环境使用放在本书的附录中，对于没有学习过Linux操作系统命令的读者来说，需要
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另一方面，作者本身也是程序员，对程序设计过程中的“创造性”有一定的体会。
建议读者在使用本书时，大可不必循规蹈矩，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思路学习Linux内核，这样既学
到Linux源程序本身，更学到程序的“灵魂”。
    本书是操作系统课程的实验教材，适合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使用。
所以，在书的编排上由浅入深，也自成单元。
根据作者的经验，按照本书章节的顺序做实验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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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概要1.1 课程设计目的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中最为活跃的
学科之一，因而操作系统课程也自然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
操作系统课程内容综合了基础理论教学、课程实践教学、最新技术追踪等多项内容。
但由于操作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它成为专业课中最难学的课程之一。
通过对操作系统原理的学习，要求理解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作用、地位和特点，熟练掌握和运
用操作系统在进行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和调度时常用的概念、方法、策略、算法、手段等。
操作系统课程概念多、内容广、难度大，抽象强。
因此，操作系统课程的学习面临这样一些难题：如何形象化地学习和理解抽象的操作系统概念及原理
，如何紧跟飞速发展的操作系统技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但要学好操作系统原理，还要加强操作系统实验。
操作系统实验可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复习所学过的操作系统概念与原理；也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Linux是目前常用的流行操作系统之一，其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源代码。
使用Linux操作系统和分析Linux内核代码是学习操作系统课程的很好选择。
通过对Linux操作系统内核源代码的分析和实践，可以帮助学生对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和编程界面、体
系结构、各组成部分的实现技术等，有更深入的整体认识；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操作系统原理。
Linux内核的学习可以分两个阶段：在Linux内核分析阶段，通过阅读Linux内核源代码，改变部分内核
源程序，改变系统行为，从而学习操作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实现机理，巩固操作系统原理知识。
在Linux内核改进阶段，通过深人、综合分析Linux操作系统的实现机理，通过一定规模的源代码重写
，使Linux系统功能或行为产生实质性变化，这个阶段可以锻炼学生综合知识运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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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课程设计》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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