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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形势。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丰富了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突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顺应了人民群
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2006年下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重视内涵建设，促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整体办学水平提升，形成结构
合理、功能完善、质量优良、特色鲜明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任务要求。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高等职业院校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任
职要求，参照相关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
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而实施具有工学结合特色的教材建
设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为配合教育部实施质量工程，解决当前高职高专精品教材不足的问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与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在前三轮联合策划、组织编写“计算机、通信电子、机电及汽车类专
业”系列高职高专教材共160余种的基础上，又联合策划、组织编写了新一轮“计算机、通信、电子类
”专业系列高职高专教材共120余种。
这些教材的选题是在全国范围内近30所高职高专院校中，对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策划产生的。
教材的编写采取在教育部精品专业或示范性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中公开招标的形式，以吸收尽可能多
的优秀作者参与投标和编写。
在此基础上，召开系列教材专家编委会，评审教材编写大纲，并对中标大纲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确
定主编、主审人选。
该系列教材以满足职业岗位需求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应用技能为着力点，在教材的编写中结合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方式，力求在新颖性、实用性、可读性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体现高职高专教材
的特点。
已出版的第一轮教材共36种，2001年全部出齐，从使用情况看，比较适合高等职业院校的需要，普遍
受到各学校的欢迎，一再重印，其中《互联网实用技术与网页制作》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重
印6次，并获教育部2002年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
第二轮教材共60余种，在2004年已全部出齐，有的教材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就重印4次，反映了市场对
优秀专业教材的需求。
前两轮教材中有十几种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第三轮教材2007年8月之前全部出齐。
本轮教材预计2008年全部出齐，相信也会成为系列精品教材。
　　教材建设是高职高专院校教学基本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多年来，高职高专院校十分重视教材建设，组织教师参加教材编写，为高职高专教材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到特而辛勤工作。
但高职高专教材的建设起步时间不长，还需要与行业企业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出版一大批符合培养
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要求的特色教材。
　　我们殷切希望广大从事高职高专教育的教师，面向市场，服务需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高职
教育特点的高职高专教材体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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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高职“通信原理”课程基本要求，并结合当前通信技术的最新发展而组织编写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概论、模拟信号的数字编码、基带传输原理、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
同步原理、差错控制编码技术、信息论基础及通信网和现代通信系统简介。
　　本书内容涵盖面广，深浅适当，关键技术讲解透彻，可作为高职高专开设“通信原理”课程的配
套教材，也可作为通信技术培训教材，还可供通信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配有电子教案，需要者可与出版社联系，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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