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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ꎬ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工具ꎮ 当前ꎬ信息技术已经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ꎬ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转

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ꎬ同时ꎬ信息技术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的基础支撑ꎮ 熟悉并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信息化办公技术、信息检索技术ꎬ了

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典型应用ꎬ树立正确的信息社会价值观和责任感ꎬ促进专业技术与信息

技术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对职业人的必然要求ꎮ

本书以«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信息技术课程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为纲领ꎬ结合当前信息技术

发展的前沿研究成果编写而成ꎮ 本书在编写上做了精心设计ꎬ在内容安排和讲解方面做到

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概念清楚、重点突出ꎬ同时融合“课程思政”ꎬ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服务支撑ꎮ 在案例设计方面做到美观、实用ꎬ案例内

容积极向上ꎬ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ꎬ不断提升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全面性、独立性、自主性、

安全性等方面的了解ꎬ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ꎮ

１.“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

于立德ꎮ”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提升课程铸魂育人效果ꎬ本书每个项目的开篇位置均

设有“学思课堂”栏目ꎬ体现思政教学目标ꎮ 在培养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同时ꎬ还着力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ꎬ强化爱岗敬业的意识ꎬ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ꎮ

２.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本书重点操作项目按照“任务引入—任务分析—任务相关知识—任务实施”的体系进行

设计ꎬ全书紧紧围绕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与发展、信息素养 ４ 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来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ꎮ

３.融媒体创新助力教材建设

为丰富教材内容和学习形式ꎬ本书利用信息技术ꎬ以二维码为链接手段ꎬ将传统纸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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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与教学视频等线上资源相结合ꎬ扩展了理论知识范围ꎬ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和

巩固所学的知识ꎮ

４.促进“岗课赛证”融通

本书积极贯彻“１＋Ｘ”证书制度要求ꎬ促进“岗课赛证”融通ꎬ使学生了解信息技术课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作岗位、职业技能大赛等信息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培养符合企业需

求的人才ꎮ

５.强化实训

本书以职业技能需求为导向ꎬ设置学习目标及相关实训内容ꎬ针对重点技能进行综合实

训ꎬ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ꎮ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ꎬ编者参阅了同类教材和文献资料ꎬ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帮

助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ꎬ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ꎬ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ꎮ

编　 者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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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１　 信息素养与安全 １

　 　 任务 １.１　 信息素养 ２

　 　 任务 １.２　 信息安全 ６

　 　 任务 １.３　 计算机病毒 １１

　 　 项目实训 １７

项目 ２　 计算机基础知识 ２１

　 　 任务 ２.１　 计算机发展历程 ２２

　 　 任务 ２.２　 计算机系统结构 ２６

　 　 任务 ２.３　 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存储 ３０

　 　 任务 ２.４　 计算机网络技术 ３４

　 　 项目实训 ４１

项目 ３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 操作系统 ４３

　 　 任务 ３.１　 操作系统 ４４

　 　 任务 ３.２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 基本操作 ４６

　 　 任务 ３.３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 系统设置 ６５

　 　 任务 ３.４　 使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１ 系统进行文件管理 ７１

　 　 项目实训 ８３

项目 ４　 ＷＰＳ 文字 ８７

　 　 任务 ４.１　 制作航天科普交流会邀请函 ８８

　 　 任务 ４.２　 制作航天科普交流会入场证 ９６

　 　 任务 ４.３　 制作航天科普交流会宣传海报 １０１

　 　 任务 ４.４　 制作“科普之星”荣誉证书 １０８

　 　 项目实训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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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５　 ＷＰＳ 表格 １１７

　 　 任务 ５.１　 制作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成绩表 １１８

　 　 任务 ５.２　 美化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成绩表 １３５

　 　 任务 ５.３　 计算及分析学生最终成绩 １４２

　 　 任务 ５.４　 打印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成绩表 １５０

　 　 任务 ５.５　 学生成绩图表展示 １５５

　 　 项目实训 １６６

项目 ６　 ＷＰＳ 演示文稿 １６７

　 　 任务 ６.１　 设计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题班会演示文稿母版 １６８

　 　 任务 ６.２　 编辑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题班会演示文稿内容 １８３

　 　 任务 ６.３　 设计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题班会演示文稿动画和交互　 １９３

　 　 项目实训 ２０８

项目 ７　 搜索引擎和信息检索 ２０９

　 　 任务 ７.１　 设置搜索引擎 ２１０

　 　 任务 ７.２　 信息检索 ２１８

　 　 项目实训 ２２７

项目 ８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２８

　 　 任务 ８.１　 人工智能技术 ２２９

　 　 任务 ８.２　 大数据技术 ２３３

　 　 任务 ８.３　 云计算技术 ２３５

　 　 任务 ８.４　 物联网技术 ２３６

　 　 任务 ８.５　 ５Ｇ 技术 ２３９

　 　 任务 ８.６　 虚拟现实技术 ２４１

　 　 任务 ８.７　 区块链技术 ２４３

　 　 项目实训 ２４８

　 　 参考文献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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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ꎬ“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
引领性ꎬ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ꎮ 网络是信息社会的基石ꎬ其建设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

合实力ꎬ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ꎬ必须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ꎬ加快关键技术攻关ꎬ
汇聚高端专业技术人才ꎬ加强网络安全建设ꎮ 我们应当牢牢掌握所学的课程知识ꎬ不断进步ꎬ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ꎮ

����

知识目标

　 １.了解计算机的发展、特点、分类与应用场景ꎮ
　 ２.了解计算机系统的结构ꎮ
　 ３.了解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存储ꎮ
　 ４.了解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分类ꎮ

技能目标
　 １.能够根据计算机的性能指标要求选配计算机ꎮ
　 ２.能够安装常用的输入 / 输出设备ꎮ

素养目标

　 １.培养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ꎮ
　 ２.培养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ꎮ
　 ３.培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ꎮ

����

计算机是一种可在程序控制下自动、高效、准确地完成数值计算、数据处理、过程控制等功

能的电子设备ꎮ 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ꎬ随着微型计算机、互联网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ꎬ计算机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掌握一定

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已经成为人们在现代信息社会的必备技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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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２.１　 计算机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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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 年ꎬ出于弹道设计的目的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

算机 ＥＮＩＡＣꎮ 计算机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ꎬ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ꎮ 随着一代又一

代科学家的不断努力ꎬ未来的计算机一定会更加方便人们的工作、学习及生活ꎮ

������

２.１.１　 计算机的发展

１.计算机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古代ꎬ人们发明了一种计算工具———算盘ꎮ 根据记载ꎬ算盘最早由东汉时期数学家

徐岳发明ꎮ 算盘利用进位制计数ꎬ使用时需要配合一套口诀ꎮ 算盘本身还可以存储数字ꎬ使用

起来很方便ꎬ时至今日ꎬ算盘仍应用在很多场合中ꎮ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ＥＮＩＡＣ 长 ３０.４８ 米、宽 ６ 米、高 ２.４ 米ꎬ占地面积约 １７０ 平方米ꎬ有

３０ 个操作台ꎬ计算速度是每秒 ５ ０００ 次加法运算或 ４００ 次乘法运算ꎮ 它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ꎬ对科技的进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ꎮ
按照计算机所使用的电子元件不同进行划分ꎬ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

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 ５ 个阶段ꎬ如表 ２－１－１ 所示ꎮ

２２



��� �������

表 ２－１－１　 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年份 阶段 特点

１９４６—１９５８ 年
第一代电子

管计算机

　 它使用的逻辑元件主要是电子管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是计算机研制的第一

个高潮时期ꎬ这个时期计算机的特点是体积庞大、运算速度低、成本高、可靠

性差、内存容量少ꎮ 这一阶段计算机的应用开始由军用扩展至民用ꎬ由实验

室开发转入工业生产ꎬ同时由科学计算扩展至数据和事务处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 年
第二代晶体

管计算机

　 它使用的逻辑元件主要是晶体管ꎮ 这个时期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有了很大

提高ꎬ体积大大缩小ꎬ可靠性和内存容量也有了较大提高ꎬ不仅被用于军事

与尖端技术方面ꎬ而且在工程设计、数据处理、事务管理、工业控制等领域也

开始得到应用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
第三代集成

电路计算机

　 它使用的逻辑元件主要是中小规模集成电路ꎮ 这个时期计算机设计的基

本思想是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ꎬ计算机成本进一步降低ꎬ体积进一步缩

小ꎬ兼容性更好ꎬ应用更加广泛

１９７１—２０１６ 年

第四代大规

模集成电路

计算机

　 它使用的逻辑元件主要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ꎮ 这个时期计算机

的运行速度可达每秒上千万次到万亿次ꎬ体积更小ꎬ成本更低ꎬ存储容量和

可靠性又有了更大的提高ꎬ功能更加完善ꎬ计算机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大

幅度的提升

２０１７ 年至今
第五代人工

智能计算机

　 它是把信息采集、存储处理、通信、多媒体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智能

计算机系统ꎮ 人机之间可以直接通过自然语言(声音、文字、图形和图像)进
行交互ꎮ 第五代计算机也称为新一代计算机

２.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１)多极化ꎮ

微型计算机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随处可见ꎬ大型、巨型计算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ꎮ 多处理

器技术使计算机整体运算速度与处理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ꎮ 除了向微型化和巨型化发展ꎬ中小

型计算机也有各自的应用领域和发展空间ꎮ 特别是在提高运算速度的同时ꎬ还提倡功耗小、对
环境污染小的绿色计算机和能够综合应用的多媒体计算机ꎬ多极化的计算机“家族”还在迅速发

展中ꎮ
(２)网络化ꎮ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重要分支ꎬ是现代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的产物ꎮ 它

通过通信线路和设备将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计算机连接起来ꎬ按照网络协议互相通信ꎬ实
现共享软件、硬件和数据资源ꎮ 网络化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ꎮ

(３)多媒体化ꎮ
媒体是存储和传输信息的载体ꎬ文本、声音、图像等都是常见的信息载体ꎮ 过去的计算机只

能处理数字信息和字符信息ꎬ即单一的文本媒体ꎮ 而如今发展起来的多媒体计算机则集多种媒

体信息的处理功能于一体ꎬ实现了图、文、声、像等各种信息的收集、存储、传输和编辑处理ꎮ
(４)智能化ꎮ
智能化是新一代计算机的重要特征之一ꎬ如能自动接收和识别指纹的门锁装置ꎬ能听从人

３２



�	
����	����������

类语音指示的车辆驾驶系统等ꎮ 能够模拟人的感觉、行为、思维过程ꎬ并且具有视觉、听觉、语
言、推理、思维和学习等能力的智能计算机ꎬ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ꎮ

２.１.２　 计算机的特点

计算机能够按照程序指令执行确定的步骤ꎬ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运算、存储、传输ꎬ并从中得

到需要的信息ꎮ 计算机之所以能够应用于各个领域ꎬ是因为具有以下特点ꎮ
１.系统运算速度快

当今计算机系统的运算速度快ꎬ这使大量且复杂的科学计算问题得以解决ꎬ提高了各种信

息的处理速度ꎮ 例如ꎬ卫星轨道计算、天气预报计算和大型水坝设计计算等ꎮ
２.计算精度高

科学技术的发展ꎬ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ꎬ需要高度精确的计算ꎮ 例如ꎬ用计算机精确

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轨迹ꎮ
３.存储容量大

计算机的存储器可以存储大量数据和资料信息ꎮ 计算机所存储的信息类型由早期的文字、
数据、程序已发展到如今的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ꎮ

４.逻辑判断能力强

计算机除能进行算术运算外ꎬ还具有逻辑判断能力ꎮ 计算机能够对两个事件进行比较ꎬ根
据比较的结果自动确定下一步该做什么ꎮ 有了这种能力ꎬ计算机就能够实现自动控制ꎬ快速完

成多种任务ꎮ
５.可靠性高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ꎬ现代电子计算机可连续无故障运行几十万小时ꎬ具
有极高的可靠性ꎮ 例如ꎬ安装在宇宙飞船上的计算机可以连续几年时间无故障地运行ꎮ 计算机

应用在管理中也具有很高的可靠性ꎮ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不断发展ꎬ计算机的可靠性越来

越高ꎮ
６.通用性强

计算机的通用性体现在分解任务方面ꎮ 计算机能把复杂的任务分解为大量的基本算术运

算和逻辑运算ꎬ并进行推理和证明ꎮ 由于计算机具有逻辑判断能力ꎬ它能够把各种运算有机地

组织成计算机控制流程ꎬ因此具有极强的通用性ꎮ 例如ꎬ计算机可以将指令按照执行的先后次

序组织成各种程序ꎮ

２.１.３　 计算机的应用场景

１.数值计算

数值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来完成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提出的数学问题的计算ꎮ 在科学

研究和工程设计中ꎬ存在着大量烦琐、复杂的数值计算问题ꎬ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计算、大存储容

量和连续运算的能力ꎬ可以实现人工难以解决的各种数值计算问题ꎮ
例如ꎬ在圆周率的计算过程中ꎬ中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ꎬ用“割圆术”经大量计算得出圆周率为

３.１４１ ５９２ ６ꎬ精确到小数点后 ７ 位ꎬ而现代计算机利用其计算速度快、存储容量大的特点ꎬ可以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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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率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数万位ꎮ
２.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也称为非数值计算ꎬ即利用计算机来加工、管理和操作各种形式的数据资料ꎮ 与

数值计算不同的是ꎬ数据处理着眼于对大量的数据进行综合和分析处理ꎬ一般不涉及复杂的数

学问题ꎬ但要求处理的数据量极大且经常要求在短时间内处理完毕ꎬ如企业管理、物资管理、报
表统计、账目计算、信息情报检索等ꎮ

例如ꎬ在天气预报方面ꎬ海量气象数据通过计算机建立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处理后ꎬ能够准确

预测天气情况ꎮ
３.实时控制

实时控制也称为过程控制ꎬ即利用计算机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信号自动进行检测ꎬ并
把检测到的信号转化为数据存入计算机ꎬ再根据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ꎮ 实时控制不仅可以

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ꎬ还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ꎮ 实时

控制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子、钢铁、石油、火箭和航天等领域ꎮ
例如ꎬ在卫星姿态控制中ꎬ微控制器通过传感器收集飞行数据ꎬ并将这些飞行数据传到地面

控制站ꎬ再通过地面上的计算机对这些飞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ꎬ实时控制卫星的飞行姿态ꎮ
４.计算机辅助系统

计算机辅助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辅助测试和计算机辅助教

学等ꎮ
(１)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ꎬＣＡＤ)ꎮ 利用计算机来帮助设计人员进行工程

设计ꎬ以提高设计工作的自动化程度ꎬ从而节省人力和物力ꎮ 如今ꎬ这种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机

械、船舶、飞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设计领域ꎮ
(２)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ꎬＣＡＭ)ꎮ 利用计算机进行生产设备的管

理、控制与操作ꎬ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ꎬ并极大地改善了制造人员的

工作条件ꎮ 例如ꎬ在汽车无人自动化装配车间ꎬ利用计算机对工业机器人进行统一控制ꎬ不仅极

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ꎬ还提高了产品质量ꎮ
(３)计算机辅助测试(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ꎬＣＡＴ)ꎮ 利用计算机进行复杂而大量的测试

工作ꎮ
(４)计算机辅助教学(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ＣＡＩ)ꎮ 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师授课和学生

学习ꎬ使学生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中学习到所需要的知识ꎮ
５.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一种计算机在模拟人的智能方面的应用ꎮ 例如ꎬ根据频谱分析的原理ꎬ利用计

算机对人的声音进行分解、合成ꎬ使机器能识别各种语音ꎬ或合成并发出类似人的声音ꎻ利用计

算机来识别各类图像ꎬ甚至人的指纹等ꎮ 家庭安装的指纹锁、人脸识别技术等都是计算机在人

工智能方面的具体应用ꎮ
早期的计算机由于受自身性能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ꎬ所以其应用领域比较单一ꎬ主要集中

在数值计算领域ꎮ 随着技术的进步ꎬ计算机已经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ꎬ并且朝着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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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用的方向发展ꎮ

任务 ２.２　 计算机系统结构

��	�

一台完整的计算机包括硬件、软件和一部分固化的软件ꎮ 对计算机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硬

件部分ꎬ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包含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的完整系统ꎮ 硬件系统是软件系统工作的

基础ꎬ而软件系统控制着硬件系统的运行ꎬ两者相辅相成ꎬ缺一不可ꎮ 硬件系统是能够看得见ꎬ
摸得着的实际物理设备ꎻ软件系统是为了运行、管理和维护计算机所编制的各种程序的总和ꎮ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如图 ２－２－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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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２－１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

２.２.１　 硬件系统结构

１.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ꎬＣＰＵ)包括运算器和控制器两部分ꎬ是计算机的核心部

件ꎮ 中央处理器的外观如图 ２－２－２ 所示ꎮ

图 ２－２－２　 中央处理器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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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器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ꎮ 运算器包括算术逻辑运算单元、累加器、
状态寄存器、通用寄存器ꎮ 算术逻辑运算单元负责四则算术运算ꎬ以及与、或、非、异或等逻辑运

算ꎮ 运算器处理的数据来自存储器ꎻ处理后的数据结果通常被送回存储器ꎬ或者暂时寄存在运

算器中ꎮ 运算器与控制器共同组成了 ＣＰＵ 的核心部分ꎮ
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产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组成ꎬ它是发布

指令的“决策机构”ꎬ即完成协调和指挥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操作ꎮ 在计算机中ꎬ程序进入存储器

后ꎬ先由控制器完成获取指令和执行指令的任务ꎬ并分析从存储器中取出的信息ꎬ然后向计算机

各个部分发出各种控制信号ꎬ指挥与协调计算机自动、有序地工作ꎮ
２.存储器

存储器是计算机的记忆和存储部件ꎬ用于存放信息ꎮ 对于存储器而言ꎬ容量越大ꎬ存取速度

越快ꎮ 存储器的工作速度是制约计算机运算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存储器一般分为内存储器

和外存储器ꎮ
内存储器也称为主存储器ꎬ简称内存或主存ꎮ 通常把向存储器中存入数据的过程称为写

入ꎬ而把从存储器中取出数据的过程称为读出ꎮ 内存的外观如图 ２－２－３ 所示ꎮ

图 ２－２－３　 内存的外观

内存储器分为随机存储器 (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ＲＡＭ) 和只读存储器 ( Ｒｅａｄ －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ꎬＲＯＭ)ꎮ ＲＡＭ 在物理硬件上也称为“内存条”ꎬ其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读取所

存放的信息ꎬ也可以随时写入新的信息ꎮ ＣＰＵ 直接与 ＲＡＭ 产生数据交换ꎬ断电后存储的信息会

丢失ꎮ ＲＯＭ 只能读取已存入的信息ꎬ一般不能再写入新信息ꎮ 它一般用于存放专用的或固定的

程序和数据ꎬ断电后存储的信息不会丢失ꎮ
外存储器也称为辅助存储器ꎬ简称外存或辅存ꎮ 外存的存取速度比内存慢ꎬ但存储容量

大ꎬ价格低ꎬ可以长期保存存储的程序或数据ꎬ存放在外存中的程序或数据必须在调入内存后

才能运行ꎮ 常见的外存外观如图 ２－２－４ 所示ꎮ

图 ２－２－４　 常见的外存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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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是外界向计算机发送信息的装置ꎬ是将数据、程序、文字符号、图像及声音等信息

输送到计算机中的外部设备ꎮ 在计算机系统中ꎬ常用的输入设备有键盘、鼠标和扫描仪等ꎮ
键盘是计算机最主要的输入设备ꎬ是用户与计算机进行交互的主要工具之一ꎮ 键盘上的字

符信号由按键的位置决定ꎬ字符信号先通过编码器转换成相应的二进制码ꎬ然后由键盘输入接

口电路输送到计算机ꎮ 常用的键盘有 １０４ 键和 １０７ 键两种ꎮ １０４ 键键盘分布如图 ２－２－５ 所示ꎮ

图 ２－２－５　 １０４ 键键盘分布

４.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是将各种计算结果的数据或信息以数字、字符、图像及声音等形式表示出来的外

部设备ꎮ 也就是说ꎬ输出设备将计算机中的数据信息传送到外部媒介ꎬ并转化为人们所认识的

表示形式ꎮ 显示器是计算机系统必备的输出设备ꎬ它将电信号转换成可视信号ꎮ 显示器的外观

如图 ２－２－６ 所示ꎮ

图 ２－２－６　 显示器的外观

显示器必须通过显卡才能连接在计算机的主板上ꎮ 显卡是连接显示器和主机的接口ꎬ也
称为显示适配器ꎬ是计算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ꎬ是“人机对话”的重要设备之一ꎮ 它的用

途是将计算机系统所需要的显示信息进行转换ꎬ并向显示器提供扫描信息ꎬ控制显示器的正

确显示ꎮ 显卡作为计算机主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承担着显示图像的任务ꎮ 除显示器外ꎬ常
见的输出设备还有打印机、音响、投影仪、绘图仪、刻字机等ꎮ

２.２.２　 软件系统结构

计算机软件系统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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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系统软件

(１)操作系统ꎮ
操作系统是最接近硬件系统的底层系统软件ꎬ也是对硬件系统功能的重要扩充ꎬ更是其他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基础ꎮ 操作系统实际上是一组程序ꎬ主要用于统一管理

计算机中的各种软件和硬件资源ꎬ合理地组织计算机的工作流程ꎬ协调计算机系统各部分之间、
系统与用户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ꎮ 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ꎮ 常

见的操作系统有 Ｗｉｎｄｏｗｓ、ＵＮＩＸ、Ｌｉｎｕｘ、Ｍａｃ、Ｋｙｌｉｎ 等ꎮ 操作系统界面示例如图 ２－２－７ 所示ꎮ

图 ２－２－７　 操作系统界面示例

(２)语言处理程序ꎮ
程序设计语言是用于编写程序的语言ꎬ它是人与计算机之间交换信息的渠道ꎮ 程序设计语

言是软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相应的各种语言处理程序属于系统软件ꎮ 程序设计语言一般

分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和高级语言 ３ 类ꎮ 机器语言是最底层的计算机语言ꎬ计算机硬件可以

直接识别用机器语言编写的程序ꎻ汇编语言是为了便于理解与记忆ꎬ将机器语言用助记符代替

而形成的一种语言ꎻ高级语言与具体的计算机硬件无关ꎬ其表达方式接近于人描述问题的方式ꎬ
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ꎮ 用高级语言编写程序要比用低级语言容易ꎬ并且极大地简化了程序

的编写和调试过程ꎬ使编程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ꎮ 高级语言的显著特点是其能独立于具体的

计算机硬件ꎬ并且通用性和可移植性好ꎮ
语言处理程序就是把汇编语言程序或高级语言程序翻译成计算机硬件可以直接处理的机

器语言ꎬ存放于计算机内存中ꎬ供计算机系统执行ꎮ 因此ꎬ语言处理程序与程序设计语言、具体

硬件类型是密切相关的ꎬ当程序设计语言和硬件不匹配时ꎬ必须通过相应的语言处理程序才能

正常工作ꎮ
(３)服务程序ꎮ
服务程序有编辑程序、计算机硬件初始化程序和测试排错程序等ꎬ主要服务于计算机系统

应用ꎮ 例如ꎬ内存检查、优化管理、磁盘格式化、查错、光盘写入和网络连接等软件都属于服务

程序ꎮ
(４)数据库管理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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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在信息处理、情报检索及各种管理系统中应用的发展ꎬ计算机被要求能处理大

量数据ꎬ并建立和检索大量的表格ꎮ 如果将这些数据和表格按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ꎬ则可以使

这些数据和表格处理起来更快捷ꎬ用户使用时也更方便ꎬ于是出现了数据库ꎮ 数据库就是相关

数据的集合ꎬ数据库和管理数据库的软件构成了数据库管理系统ꎬ数据库管理系统目前有许多

种类型ꎮ 例如ꎬ常用的关系数据库有 Ａｃｃｅｓｓ、Ｓｙｂａｓｅ、Ｏｒａｃｌｅ、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ＤＢ２ 和 ＭｙＳＱＬ 等ꎮ

２.应用软件

(１)专用应用软件ꎮ
专用应用软件是指专为某些单位和行业开发的软件ꎬ是为方便用户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开发

的ꎬ其使用范围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单位和行业内ꎮ 例如ꎬ火车站或汽车站的票务管理系统、人事

管理部门的人事管理系统和财务部门的财务管理系统等ꎮ
(２)通用应用软件ꎮ
通用应用软件是指为实现某种特殊功能而精心设计的、结构严密的独立软件ꎬ是一套通用

的、能满足许多用户需求的软件ꎮ 通用应用软件能适应信息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应用需求ꎮ 例

如ꎬ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一款国产通用办公软件 ＷＰＳ Ｏｆｆｉｃｅꎮ

任务 ２.３　 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存储

��	�

当我们使用计算机保存各种类型的文件(如文档、视频、图片等)时ꎬ计算机将以特定的方式

将这些文件存储在硬盘或云盘中ꎻ当物联网设备生成大量数据时ꎬ终端设备将传感器数据存储

在数据库或其他存储系统中ꎬ以供用户监测、分析和使用ꎮ 在此过程中ꎬ无论个人使用还是企业

应用ꎬ数据的有效表示和存储都是确保数据安全、高效访问和可靠性的关键ꎮ 本任务将认识计

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存储ꎬ包括进制、信息编码、点阵字库ꎮ

������

２.３.１　 进制

１.进制的定义

进制实际上是数制ꎬ数制即计数规则ꎬ通常用一串数码来表示数的大小ꎮ 多位数码中每一

位的构成方法以及从低位向高位的进位规则称为数制ꎮ 计算机中常用的数制有二进制、八进

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ꎮ
(１)二进制ꎮ 二进制有 ０ 和 １ 两个数字ꎬ即基数为 ２ꎮ 二进制遵循“逢二进一”的进位规律ꎮ

在计算机内部ꎬ一切信息的存放、处理和传送都采用二进制的形式ꎮ
(２)八进制ꎮ 八进制的基数为 ８ꎬ使用 ８ 个数码ꎬ即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表示数ꎬ低位向高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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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规则是“逢八进一”ꎮ
(３)十进制ꎮ 十进制是我们最熟悉、最常用的十进位计数制ꎬ它有 ０~９ 共 １０ 个数字ꎬ即基数

为 １０ꎮ 十进制具有“逢十进一”的进位规律ꎮ
(４)十六进制ꎮ 十六进制的基数为 １６ꎬ使用 １６ 个数码ꎬ即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

Ｃ、Ｄ、Ｅ、Ｆ 表示数ꎬ这里的 Ａ、Ｂ、Ｃ、Ｄ、Ｅ、Ｆ 分别代表十进制数中的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ꎬ低位

向高位进位的规则是“逢十六进一”ꎮ
相同数值的不同进制表示如表 ２－３－１ 所示ꎮ

表 ２－３－１　 相同数值的不同进制表示

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二进制 八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１ １１ ９ ９
１ １ １ １ １０１０ １２ １０ Ａ
１０ ２ ２ ２ １０１１ １３ １１ Ｂ
１１ ３ ３ ３ １１００ １４ １２ Ｃ
１００ ４ ４ ４ １１０１ １５ １３ Ｄ
１０１ ５ ５ ５ １１１０ １６ １４ Ｅ
１１０ ６ ６ ６ １１１１ １７ １５ Ｆ
１１１ ７ ７ 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１６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８ ８ — — — —

２.进制的相互转换

(１)非十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ꎮ 转换方法:将每位数码与位权值相乘ꎬ再将它们求和ꎬ即

是转换为十进制后的结果ꎮ 例如ꎬ二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过程如图 ２－３－１ 所示ꎬ十六进制

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过程如图 ２－３－２ 所示ꎮ

(１１０１１０.１１) Ｂ ＝(?) Ｄ

(１１０１１０.１１) Ｂ ＝ １×２５＋１×２４＋０×２３＋１×２２＋１×２１＋０×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 ３２＋１６＋４＋２＋０.５＋０.２５
＝(５４.７５) Ｄ

图 ２－３－１　 二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过程

(１ＡＢＣ.１２)Ｈ ＝(?) Ｄ

(１ＡＢＣ.１２)Ｈ ＝ １×１６３＋１０×１６２＋１１×１６１＋１２×１６０＋１×１６－１＋２×１６－２

＝ ４ ０９６＋２ ５６０＋１７６＋１２＋０.０６２ ５＋０.００７ ８１２ ５
＝(６ ８４４.０７０ ３１２ ５) Ｄ

图 ２－３－２　 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过程

(２)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ꎮ 转换方法:先将该十进制数除以 ２ 得余数ꎬ用得到的余数

再除以 ２ꎬ直到商为 ０ꎬ然后将先得到的余数放到低位ꎬ后得到的余数放到高位ꎬ便得到转换后

的结果ꎮ 例如ꎬ将十进制数 １５０ 转换为二进制数的过程如图 ２－３－３ 所示ꎬ转换后的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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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１１０ꎮ 其他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ꎬ可以先将其转换为十进制数ꎬ再转换为二进制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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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３－３　 将十进制数 １５０ 转换为二进制数的过程

(３)八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ꎮ 转换方法:将每一位八进制数转换为对应的 ３ 位二进制数ꎬ
即可得到最终结果ꎮ 例如ꎬ将八进制数 ７２１ 转换为二进制数ꎬ由于 ７ 对应的 ３ 位二进制数是

１１１ꎬ２ 对应的 ３ 位二进制数是 ０１０ꎬ１ 对应的 ３ 位二进制数是 ００１ꎬ因此最终结果是 １１１０１０００１ꎮ
(４)二进制数转换为八进制数ꎮ 转换方法:先将二进制数从低位到高位每 ３ 位一组ꎬ最后一

组不足 ３ 位的在最高位补 ０ꎬ然后将每组 ３ 位二进制数转换为对应的八进制数ꎬ即可得到最终结

果ꎮ 例如ꎬ将二进制数 １１１０１０００１ 转换为八进制数ꎬ首先进行 ３ 位分组(１１１、０１０、００１)ꎬ再将每 ３
位转换为八进制数ꎬ最终结果为 ７２１ꎮ

２.３.２　 信息编码

计算机只能识别二进制数码ꎬ但在实际应用中ꎬ计算机除了要对二进制数码进行处理ꎬ还要

对其他信息(如符号、文本、声音等)进行识别和处理ꎬ因此必须先把数据信息编成二进制数码ꎬ
才能被计算机识别ꎬ这种把数据信息编成二进制数码的过程ꎬ称为数据编码ꎮ

１.数据单位

计算机的存储设备ꎬ如内存、硬盘等需要计算容量ꎬ使用的单位是 ＭＢ、ＧＢ、ＴＢ 等ꎬ这些也都

是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ꎮ 计算机中常用的数据单位有位、字节、字、字长ꎮ
(１)位ꎮ 位是计算机中最小的数据单位ꎬ是二进制的一个数位ꎮ 计算机中最直接、最基本的

操作就是对二进制位的操作ꎮ 二进制数的每一位称为一个字位(ｂｉｔ)ꎬ或称为一个比特ꎮ 比特是

计算机中最小的存储单位ꎮ
(２)字节ꎮ 一个 ８ 位的二进制数单元叫作一个字节(ｂｙｔｅꎬＢ)ꎬ字节是计算机中最小的存储单

位ꎮ 其他存储单位还有千字节(ＫＢ)、兆字节(ＭＢ)、吉字节(ＧＢ)以及太字节(ＴＢ)等ꎮ 换算规则是

１ Ｂ＝８ ｂｉｔ、１ ＫＢ＝１０２４ Ｂ、１ ＭＢ＝１０２４ ＫＢ、１ ＧＢ＝１０２４ ＭＢ、１ ＴＢ＝１０２４ ＧＢꎮ
(３)字ꎮ ＣＰＵ 通过数据总线进行一次存取、加工和传送的数据称为字ꎬ一个字由若干个字节

组成ꎬ其实际大小与计算机系统设计有关系ꎬ不固定ꎮ
(４)字长ꎮ 一个字包括的二进制数的位数称为字长ꎮ 例如ꎬ如果一个字由两个字节组成ꎬ则

该字字长为 １６ 位ꎮ 不同类型计算机的字长是不同的ꎬ字长是计算机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ꎬ字长

越长表示计算机功能越强ꎬ字长是由 ＣＰＵ 的芯片决定的ꎮ 现在个人计算机的 ＣＰＵ 的字长正逐

渐由 ３２ 位过渡为 ６４ 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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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ＡＳＣＩＩ 码

ＡＳＣＩＩ 码即美国标准信息交换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ꎬ是表示

罗马字母的一套计算机编码系统ꎬ是由 ７ 个二进制位进行编码的方案ꎬ可以对 １２８ 个字符(包括

字母、数字、标点符号、控制字符及其他符号)进行编码表示ꎮ ＡＳＣＩＩ 码表如表 ２－３－２ 所示ꎮ
表 ２－３－２　 ＡＳＣＩＩ 码表

ｂ４ｂ３ｂ２ｂ１

ｂ７ｂ６ｂ５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１

００００ ＮＵＬ ＤＬＥ ＳＰ ０ ＠ Ｐ ｀ ｐ

０００１ ＳＯＨ ＤＣ１ ! １ Ａ Ｑ ａ ｑ

００１０ ＳＴＸ ＤＣ２ " ２ Ｂ Ｒ ｂ ｒ

００１１ ＥＴＸ ＤＣ３ ＃ ３ Ｃ Ｓ ｃ ｓ

０１００ ＥＯＴ ＤＣ４ ＄ ４ Ｄ Ｔ ｄ ｔ

０１０１ ＥＮＱ ＮＡＫ ％ ５ Ｅ Ｕ ｅ ｕ

０１１０ ＡＣＫ ＳＹＮ ＆ ６ Ｆ Ｖ ｆ ｖ

０１１１ ＢＥＬ ＥＴＢ ' ７ Ｇ Ｗ ｇ ｗ

１０００ ＢＳ ＣＡＮ ( ８ Ｈ Ｘ ｈ ｘ

１００１ ＨＴ ＥＭ ) ９ Ｉ Ｙ ｉ ｙ

１０１０ ＬＦ ＳＵＢ ∗ : Ｊ Ｚ ｊ ｚ

１０１１ ＶＴ ＥＳＣ ＋ ꎻ Ｋ [ ｋ {

１１００ ＦＦ ＦＳ ꎬ < Ｌ ＼ ｌ ｜

１１０１ ＣＲ ＧＳ ﹣ ＝ Ｍ ] ｍ }

１１１０ ＳＯ ＲＳ . > Ｎ ＾ ｎ ~

１１１１ ＳＩ ＵＳ / ? Ｏ ＿ ｏ ＤＥＬ

从 ＡＳＣＩＩ 码表中可以看出ꎬ字符 Ｂ 的ＡＳＣＩＩ 码对应的十进制数为 ６６(１００００１０)ꎮ 同时ꎬ数字 ０~
９、字母 Ａ~Ｚ 与 ａ~ｚ 都是按顺序排列的ꎬ且小写字母的 ＡＳＣＩＩ 值比大写字母大 ３２ꎬ这样设计有利于

大、小写字母之间的编码转换ꎬ方便在计算机编程中通过简单的加减运算得到结果ꎮ

２.３.３　 点阵字库

１.点阵字库的定义

点阵字库也称为位图字体或栅格字体ꎬ是一种将文字以像素点阵形式存储的字体格式ꎮ 每

个字符由一个固定大小的网格组成ꎬ网格中的每个点可以是开启或关闭的ꎬ用于表示字符的

形状ꎮ
例如ꎬ若要在一个 １２×１２ 大小的网格图上显示“我”字ꎬ如图 ２－３－４ 所示ꎬ先看单独的一行ꎬ

已知一个字节有 ８ ｂｉｔꎬ那么这一行还剩 ４ ｂｉｔꎬ剩余的 ４ ｂｉｔ 占用第二个 ｂｙｔｅꎬ另外没有用到的 ４ ｂｉｔ
就是空的ꎬ即为 ０ꎬ这样做虽然有些浪费ꎬ却便于计算机进行存放和寻址ꎬ那么一行所占用的空间

就是 ２ ｂｙｔｅꎬ即 １２×１２ 的字库中ꎬ其中一个字模占用的空间是 ２×１２＝ ２４ ｂｙｔｅꎮ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汉字在 １２×１２ 大小方格图的字模ꎬ在实际应用中根据需要集成所需要的字模ꎬ便形成了字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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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３－４　 在 １２×１２ 方格图上显示“我”字

２.点阵字库的特点

优点:操作简单ꎻ免费使用(矢量字库是微软的专利ꎬ商用需要收费)ꎮ
缺点:点阵字库放大后ꎬ其边缘会出现锯齿形状ꎬ产生失真现象ꎻ同一字符因字体、大小不

同ꎬ字库也不同ꎬ需要庞大的存储空间ꎬ通常需要使用压缩技术减小其占用的存储空间ꎮ
３.点阵字库的生成

为了方便生成所需要的字模ꎬ可以使用字模软件(如 ＰＣｔｏＬＣＤ)ꎮ 在软件中设置字模大小

(分辨率)、行列方式、取模方式等ꎬ即可很快自动生成字模ꎬ同时可以按照设定的方式保存字

模数据ꎮ 字模软件的设置如图 ２－３－５ 所示ꎮ

图 ２－３－５　 字模软件的设置

任务 ２.４　 计算机网络技术

��	�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紧密结合产生了计算机网络ꎬ而计算机网络的诞生又使计算机体

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计算机网络在当今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

２.４.１　 网络的基本概念

１.计算机网络的概念

计算机网络是通过通信设备和线路将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ꎬ具有独立能力的计算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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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及其附属设备连接起来的网络ꎮ 计算机网络系统是在网络操作系统、网络软件及网络通信协

议的管理和协调下ꎬ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的系统ꎮ
２.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历程

计算机网络出现以后ꎬ其发展速度十分惊人ꎮ 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 ４ 个

阶段ꎮ
(１)面向终端的计算机网络系统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出现了将独立的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ꎬ以单个计算机为中心的远程

联机系统ꎬ其中主机具有独立处理数据的能力ꎬ而终端设备无独立处理数据的能力ꎬ如果在中央

主机上增加通信功能ꎬ则构成具有联机通信功能的批处理系统ꎮ 在通信软件的控制下ꎬ由一台

中央主机通过通信链路连接大量分散的终端设备ꎬ终端分时访问中央主机的资源ꎬ中央主机将

处理结果返回给相应的终端设备ꎮ
此阶段的系统共享主机资源ꎬ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ꎬ随着连接的远程终端设备数量不

断增加ꎬ导致主机的负荷越来越重ꎬ系统处理效率逐渐下降ꎻ第二ꎬ终端设备处理数据的速率低ꎬ
且每个终端设备独占一条通信链路ꎬ线路利用率低ꎬ成本较高ꎮ

(２)具有通信功能的多机系统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中期ꎬ出现了多台计算机通过通信系统互联的系统ꎬ开创了

“计算机—计算机”通信时代ꎬ这样数据处理和数据通信实现了分工协作ꎬ彼此之间交换数据、传
递信息ꎮ

此阶段的网络连接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通信链路将主机直接连接ꎬ主机既承担

数据处理工作又承担通信工作ꎻ第二种是将通信任务从主机中分离出来ꎬ设置通信控制处理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ꎬＣＣＰ)ꎬ主机间的通信通过 ＣＣＰ 的中继功能间接完成ꎮ
(３)开放式标准化网络阶段ꎮ
１９７４ 年ꎬ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 颁布了“开放系统互连基本参考模型”ꎬ该模型通常被称作

ＯＳＩ 参考模型ꎮ 该模型按层次结构划分为 ７ 个子层ꎬ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ꎬ是目前计算机网络系

统结构的基础ꎮ 开放的 ＯＳＩ 参考模型的提出引导着计算机网络走向开放的标准化道路ꎬ同时标

志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步入了成熟阶段ꎮ 从此ꎬ开创了一个具有统一网络体系结构、遵循国际

标准化协议的计算机网络时代ꎬ加快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ꎮ
(４)面向全球互联的计算机网络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随着数字通信的出现ꎬ局域网技术发展成熟ꎬ计算机网络进入第 ４ 个

发展阶段ꎬ其主要特征是智能化、全球化、综合化及高速化ꎮ 这一时期的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

方面以速率高、可靠性高、服务质量高等为目标ꎬ出现了高速以太网、无线网络、ＶＰＮ、Ｐ２Ｐ 网络

及 ＮＣＮ 等技术ꎬ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与应用逐渐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ꎬ进入一个多层次的发

展阶段ꎮ

２.４.２　 计算机网络的组成

１.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划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ꎬ从不同角度ꎬ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划分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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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组成成分上划分ꎮ
计算机网络由硬件、软件、协议 ３ 个部分组成ꎬ缺一不可ꎮ 硬件主要由主机、通信链路、交换

设备及通信处理机等组成ꎻ软件主要包括各种实现资源共享、方便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ꎻ协议规

定了计算机网络传输数据所遵循的规范ꎬ是计算机网络的核心ꎮ
(２)从功能组成上划分ꎮ
计算机网络由通信子网和资源子网组成ꎮ 通信子网提供网络通信功能ꎬ由各种传输介质、

通信设备和相应的网络协议组成ꎬ能完成网络主机之间的数据传输、数据交换、通信控制和信号

变换等通信处理工作ꎬ网桥、交换机和路由器都属于通信子网ꎻ资源子网为用户提供了访问网络

的能力ꎬ主要由主机系统、终端、外部联网设备、各种软件资源及数据资源等组成ꎬ计算机软件属

于资源子网ꎮ
(３)从工作方式上划分ꎮ
计算机网络可分为边缘部分和核心部分ꎮ 边缘部分由所有连接在互联网上的主机组成ꎬ该部

分是用户直接使用的ꎬ用于进行通信和资源共享ꎻ核心部分由大量的网络和连接这些网络的硬件设

备(如路由器)组成ꎮ 边缘部分利用核心部分提供的服务(连通性和交换)ꎬ使众多主机之间能够互

相通信ꎬ并交换或共享信息ꎮ

２.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计算机网络种类很多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计算机网络进行分类ꎬ计算机网络的分类如表 ２
－４－１ 所示ꎮ

表 ２－４－１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标准 分类 标准 分类

覆盖范围

局域网

城域网

广域网

传输速率

低速网络

中速网络

高速网络

网络拓扑结构

总线型网络

星形网络

环形网络

树形网络

网状网络

无线网络

混合型网络

传输介质

双绞线网络

同轴电缆网络

光纤网络

无线网络

卫星网络

带宽
基带网络

宽带网络
数据组织形式

分布式网络

集中式网络

网络组件的关系
对等网络

基于服务器的网络
使用范围

公用网络

专用网络

通信子网的信道类型
点对点式网络

广播式网络
网络使用环境

校园网络

内部网络

外部网络

全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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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 分类 标准 分类

设置

同类网络

单服务器网络

混合网络

信息交换方式

电路交换网络

分组交换网络

报文交换网络

综合业务数字网络

下面主要介绍按覆盖范围的分类ꎮ
(１)局域网 ＬＡＮ(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ꎮ
作用范围:传输距离较近ꎬ一般不超过 １０ 千米ꎮ 数据传输速率高ꎬ误码率低ꎬ传输延迟短ꎬ

一般为数十微秒ꎮ
局域网组建方便ꎬ具有建网周期短、成本低、使用灵活、社会效益高等优点ꎬ是目前计算机网

络中发展最活跃的分支ꎮ 在局域网发展初期ꎬ一个学校或工厂通常只拥有一个局域网ꎮ 但现在

局域网已应用得非常广泛ꎬ学校或企业大都拥有许多互联的局域网ꎮ 例如ꎬ实验室建立一个网

络ꎬ将内部的计算机互联起来ꎬ就是一个局域网ꎻ一家公司建立一个网络ꎬ是一个局域网ꎻ家中装

一个路由器ꎬ也是一个局域网ꎮ
(２)城域网 ＭＡＮ(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ꎮ
作用范围:一般为一个城市ꎬ可跨越几个街区甚至整个城市ꎬ其作用距离约为数十千米至上

百千米ꎮ
城域网是在局域网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后出现的新型网络ꎬ是局域网的延伸ꎮ 城域网可以为

一个或几个单位所拥有ꎬ也可以是一种公用设施ꎬ用于将多个局域网进行互联ꎮ
(３)广域网 ＷＡＮ(Ｗｉｄｅ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ꎮ
作用范围:通常为几十千米到几千千米ꎬ因而有时也称为远程网ꎮ 可以覆盖数个城市、数个

国家乃至全球ꎮ
广域网是互联网的核心部分ꎬ其任务是通过长距离(如跨越不同的国家)传送主机所发送的

数据ꎮ 广域网内用于通信的传输介质和设备ꎬ一般由电信部门提供ꎮ 连接广域网各节点交换机

的链路一般都是高速链路ꎬ具有较大的通信容量ꎮ

２.４.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基础

人们所说的“上网”就是指访问互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ꎮ 无论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ꎬ
还是一个公司的服务器、工作站ꎬ都可以连接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ꎮ 连接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所有计算机及各种

网络通信设备都需要共同遵守 ＴＣＰ / ＩＰ 协议才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传输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应用非

常广泛ꎬ可以利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浏览新闻、下载文件、收发电子邮件、交友聊天、影音娱乐和网上购物

等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已经成为人们工作、学习及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起源和发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起源于美国 １９６９ 年的一个军事领域高级研究计划“阿帕网”(ＡＲＰＡＮｅｔ)ꎬ其最初目的

是将各地不同的计算机连接起来ꎬ组成一个军事指挥系统ꎮ 这个系统由一个个分散的指挥点组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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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个指挥点的计算机及网络被破坏时ꎬ其他点的计算机及网络仍然可以正常工作ꎮ ＡＲＰＡＮｅｔ 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随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的不断发展ꎬ我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３ 个阶段ꎬ如表 ２－４－２ 所示ꎮ
表 ２－４－２　 我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发展的阶段

年份 阶段 特点

１９８７—１９９３ 年 研究试验阶段
　 在此期间ꎬ我国部分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开始研究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ꎮ

这个阶段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应用仅限于小范围的电子邮件服务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 起步阶段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我国实现了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全功能连接ꎬ开始真正步

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时代

１９９７ 年至今 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７ 年以来ꎬ我国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用户数量实现了快速增长ꎮ 目前ꎬ我国

网民规模已超过 １０.９ 亿人

２.ＩＰ 地址

为了高效、准确地识别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每一台计算机及智能设备ꎬ这些计算机

及智能设备必须拥有一个唯一的标识ꎬ即 ＩＰ 地址ꎮ ＩＰ 地址就是给每个连接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上的计算机及各种网络通信设备分配一个世界范围内唯一的编号ꎮ 如果

把计算机及网络通信设备比作电话ꎬ那么 ＩＰ 地址就相当于电话号码ꎮ
为了方便用户的理解和记忆ꎬＩＰｖ４ 版本的 ＩＰ 地址通常采用点分十进制数标记法ꎬ即将 ４ 个

字节的二进制数转换成 ４ 个十进制数值ꎬ中间通过“.”来连接ꎬ如 １０.１０２.４.２３２ 就表示一个 ＩＰｖ４
版本的 ＩＰ 地址ꎮ

ＩＰ 地址由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ＩＡＮＡ)负责分配和管理ꎮ ＩＰｖ４ 版本中 ＩＰ 地址数量大约为

４３ 亿个ꎮ 随着全球计算机及智能设备数量的不断增加ꎬＩＰｖ４ 版本的 ＩＰ 地址数量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要求ꎮ ＩＰｖ６ 版本协议中的 ＩＰ 地址位数由 ３２ 位扩展到 １２８ 位ꎬＩＰ 地址数量高达３.４×１０３８个ꎬ

足以满足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未来数十年的 ＩＰ 地址数量需求ꎮ ＩＰｖ６ 将逐渐取代 ＩＰｖ４ꎮ

３.域名

直接使用 ＩＰ 地址可以识别和访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中的计算机及各种网络通信设备ꎬ但是 ＩＰ 地址是

一长串数字ꎬ对于用户来说不便于记忆ꎬ因而设计了域名这一字符型的地址ꎮ 每一个域名都与

一个特定的 ＩＰ 地址相对应ꎮ 域名由字母、数字、符号组成ꎬ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重要标识ꎮ
几乎所有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地址ꎬ如网址、Ｅ－ｍａｉｌ 地址等都要用到域名ꎮ 一个公司如果希望在网络上

建立自己的主页ꎬ就必须取得一个域名ꎮ
域名采用分级管理模式ꎬ常见的域名格式为主机名.三级域名.二级域名.顶级域名ꎮ 例如ꎬ在网

址ｗｗｗ.ｐｈｅｉ.ｃｏｍ.ｃｎ 中ꎬｃｎ 表示顶级域名、ｃｏｍ 表示二级域名、ｐｈｅｉ 表示三级域名、ｗｗｗ 表示主机名ꎮ

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接入

常见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接入方式有拨号接入、专线接入、综合业务数字网接入ꎬ以及卫星、无线接

入等ꎮ 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服务由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来完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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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会依据

用户需求、网络硬件环境等提供相应的接入方式ꎮ 对于家庭用户来说ꎬ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服务提供商一般

会提供各种宽带业务供用户选择ꎮ 例如ꎬ中国电信目前可为家庭用户提供高达 １ ０００ Ｍｂｉｔ / ｓ 带

宽的接入业务ꎮ 对于企业、学校等计算机数量较多的用户来说ꎬ一般会先以专线形式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然后组建企业或校内局域网ꎬ最终实现所有计算机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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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主要介绍了计算机基础知识ꎬ具体内容如下ꎮ
计算机发展历程:介绍了计算机的发展历程、未来的发展趋势、计算机的特点及应用

场景ꎮ
计算机系统结构:介绍了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系统结构和软件系统结构ꎮ
计算机中信息的表示与存储:介绍了计算机的进制、信息编码和点阵字库ꎮ
计算机网络技术: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计算机网络的组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基础知识ꎮ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ꎬ了解计算机系统的组成、计算机网络的组成和分类ꎬ培养创新意

识ꎬ探索新科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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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网络技术)
考试内容

了解大型网络系统规划、管理方法ꎮ
具备中小型网络系统规划、设计的基本能力ꎮ
掌握中小型网络系统组建、设备配置调试的基本技术ꎮ
掌握企事业单位中小型网络系统现场维护与管理基本技术ꎮ
了解网络技术的发展ꎮ
考试方式

上机考试ꎬ考试时长 １２０ 分钟ꎬ总分 １００ 分ꎮ
能力水平

三级证书表明持有人具有网络规划与分析的能力ꎬ能够进行网络组建、安装调试网

络环境与应用系统ꎮ 掌握网络安全技术与网络管理ꎬ可以查找与排除网络设备故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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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１.个人计算机(ＰＣ)属于( 　 　 )ꎮ
Ａ.微型计算机 Ｂ.小型计算机 Ｃ.超级计算机 Ｄ.巨型计算机

２.目前大多数计算机ꎬ就其工作原理而言ꎬ基本上采用的是科学家( 　 　 )提出的存储程序

控制原理ꎮ
Ａ.比尔盖茨 Ｂ.冯诺依曼 Ｃ.乔治布尔 Ｄ.艾伦图灵

３.我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是( 　 　 )ꎮ
Ａ.银河 １ 号 Ｂ.银河 ２ 号 Ｃ.曙光 １０００ Ｄ.神威Ⅰ
４.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应包括( 　 　 )ꎮ
Ａ.系统硬件和系统软件 Ｂ.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Ｃ.主机和外部设备 Ｄ.主机、键盘、显示器和辅助存储器

５.计算机软件是( 　 　 )ꎮ
Ａ.计算机程序 Ｂ.源程序和目标程序

Ｃ.源程序 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资料

６.下列不属于计算机网络主要功能的是( 　 　 )ꎮ
Ａ.专家系统 Ｂ.数据通信 Ｃ.资源共享 Ｄ.分布式信息处理

７.计算机网络是一个( 　 　 )ꎮ
Ａ.在协议控制下的多机互联系统 Ｂ.网上购物系统

Ｃ.编译系统 Ｄ.管理信息系统

８.计算机网络最突出的优点是( 　 　 )ꎮ
Ａ.提高可靠性 Ｂ.提高计算机的存储容量

Ｃ.运算速度快 Ｄ.实现资源共享和快速通信

二、简答题

１.计算机系统由哪些部分组成?
２.简述八进制数、十六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的过程ꎮ

０４



��� �������

项 目 实 训

项目名称 计算机基础

学号 姓名 班级 成绩

实训内

容描述

　 ＩＰ 地址是 ＩＰ 网络中数据传输的依据ꎬ它标识了 ＩＰ 网络中的一个连接ꎮ 只有设置了正确的

ＩＰ 地址信息ꎬ才能连接到网络中进行信息的传输ꎮ 通过本次实训ꎬ应掌握计算机 ＩＰ 地址设置

的相关操作ꎮ

实训要求

　 (１)选择“控制面板”→“网络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络和共享中心”选项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网络和共享中心”选项

　 (２)在打开的“网络和共享中心”窗口中ꎬ选择“更改适配器设置”选项ꎬ如图 ２ 所示ꎬ打开

“网络连接”窗口ꎮ

图 ２　 “更改适配器设置”选项

　 (３)选择“以太网”选项ꎬ单击鼠标右键ꎬ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选项ꎬ打开“以太网

属性”对话框ꎬ双击“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协议版本 ４(ＴＣＰ / ＩＰｖ４)”选项ꎬ打开“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协议版本 ４(ＴＣＰ /

ＩＰｖ４)属性”对话框ꎬ如图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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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图 ３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协议版本 ４(ＴＣＰ / ＩＰｖ４)属性”对话框

　 ＩＰ 地址的设置有两种方法ꎬ一是自动获得 ＩＰ 地址ꎬ二是手动输入 ＩＰ 地址ꎮ 如果是自动获

得 ＩＰ 地址ꎬ则连接的网络中必须有 ＤＨＣＰ 服务器ꎻ如果是手动输入 ＩＰ 地址ꎬ则应先选中“使

用下面的 ＩＰ 地址”单选按钮ꎬ然后在 ＩＰ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ＩＰ 地址ꎬ“子网掩码”可以自动生

成ꎮ 单击“确定”按钮ꎬ设置的 ＩＰ 地址即可生效ꎮ

评价

评价范围 评价要求 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

完成情况 按时、按要求完成实训任务

掌握程度 掌握 ＩＰ 地址的设置

实训记录 记录规范、完整

实训纪律 遵守课堂纪律

自我反思

　 备注:成绩、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用等级表示ꎬＡ.优ꎻＢ.良好ꎻＣ.一般ꎻ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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