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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理论部分简介及教学安排 

课程名称 大学计算机基础 课程代码 00000700 

授课对象 文理类本科生 学时 12 

授课形式 超星平台课程内容+扩展活动+线下讲授 

参考书目 

教材：刘冰等，《大学计算机（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参考书目： 

教育部考试中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公共基础知识》 高

等教育出版社。 

王移芝等，《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之路（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计算文化的起源和传承，掌握中华传统文化对计算文化

的历史贡献以及世界计算科学的发展历程。 

课程目标 2：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框架，培养计算思维的意

识，掌握计算思维的应用方法。通过算法、程序设计、数据结构、数据管

理、软件开发等有关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科学的原理解决

本学科及专业问题的思维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计算机的基本应用技术，培养学生在数字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学习和工作能力。通过在理实一体环节针培

养学生利用计算机技术科学高效地解决本学科及专业实际问题的应用能

力。 

课程目标 4：了解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培养学习计算机及信息

技术的兴趣和能力，能够关注国际国内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前沿和未来，

并紧密结合本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 

课程目标 5：培养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任务设计和实验的创新能力，通过

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全面地把握问题，并从不同角度看

待问题，尝试各种不同的解决途径，进行不断的比较、分析和反思，注重

与学习团队的交流和合作，从团队中获得支撑和帮助，完善知识和能力，

提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 

课程简介 

 从有数字诞生那天起，就开始有了计算。今天，计算可以说已经无处不在，无处不在

的计算设备，无处不在的网络和通信，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数千年的生活习惯。MIT 教授

尼葛洛庞帝说“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是势不可当、无法逆转”。人们希望通过无处不在的

计算，能随时随地获得自己希望的服务，而提供这些服务或者计算的重要载体就是计算机

和将各种计算装置连接在一起的网络。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知识将是当代大学生知识库

里的必备武器。 

 计算机学科系统庞杂，分支众多。本课程抽取计算机学科的几个核心方向的入门知

识，编排 10 个课时，作为引导非专业学生进入计算机世界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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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章节安排如下： 

 第 1 章主要介绍计算机系统的基础知识，包括计算机的发展史、信息的数字化表达、

计算机体系结构、网络与通信、计算的本质等内容。（2 学时） 

 第 2 章主要介绍算法的基本概念、典型计算及问题的算法设计、程序和程序语言简介

等内容。（2 学时） 

 第 3 章主要介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及常用数据结构等内容。（4 学时） 

 第 4 章主要介绍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概念、关系型数据库的模型、数据库的设

计等内容。（2 学时） 

 第 5 章主要介绍软件工程基本概念，结构化分析方法，软件开发各阶段等内容。（2

学时）  

 附：我校 2019 级软件学院培养方案中与本课程相关的几门课程的安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总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专业必修课 

数据结构 72 2 考试 

C 语言程序设计 72 1 考试 

数据库原理 72 3 考试 

软件工程引论 60 1 考试 

软件工程 72 5 考试 

软件设计模式 60 6 考试 

软件项目管理 60 6 考试 

  

考核与通过 

1 通过我校大学计算机课程“免听免试”考试。分数达到 70 分可以免听课程，直接参加期

末考试；分数达到 80 分可以免听免试，以“免听免试”考试分数记入期末分数。 

2 通过期末考试，总分达到 60 以上。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30%+期末考核成绩*70%。

本部分占期末考试内容为 30%，另 70%为实践操作部分。 



3 

第 1 章 数字化生存环境（2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安排 

 2 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3 掌握各种信息的数字化表达 

 4 网络基础知识 

 5 了解可计算性概念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 

 提升学生的探索新知识能力 

 提高学生微课制作和教学设计能力（师范类学生） 

重点难点 
信息的数字化表达 

计算机网络相关概念 

方法手段 

课前网络学堂预习、课堂讲授； 

任务驱动、团队合作自主学习； 

多媒体网络教学。 

思政点 

中华传统文化对计算文化的历史贡献。 

培养学习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兴趣和能力，能够关注国际国内计算机及

信息技术的前沿和未来。 

教学过程 备注 

引： 

 “1999 年 9 月，多家媒体和梦想中文网联合主办了一场名为“72 小时网

络生存”的试验，赞助方是一个叫做 8848 的网站。通过网上报名、网友投票

和媒体推选产生的北京、上海、广州各 4 位自愿者，被异地“发配”到这三个

城市 12 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房间为酒店标准间，有基本的生活工具，包

括起居设备、沐浴设备，但没有饮水，没有电话、电视等电器，有一个空的

冰箱，卫生间中只有厕纸。每人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外加 1500 元现金

以及限额 1500 元的信用卡，这意味着他们只能通过网络来获取食物和水。

来自北京“雨声”是报名后才开始上网的，上网经验相当缺乏。他找到了订餐

网址，也填妥了订单，但由于不会收发电子邮件，无法对订餐单位发来的邮

件加以确认。“雨声”时而在窗边站立，时而抓耳挠腮，无比烦躁。网友通过

监看屏幕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们在 BBS 上发了 300 多封贴子支招，然而

“雨声”根本不知道如何查看这些内容。除他以外，剩下 11 人顺利生存了 72

小时。17 年前的这个实验，看起来更像一场闹剧。那一年，还没有淘宝，更

没有支付宝，QQ 还叫做 OICQ，发 E-mail 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那一

年，8848 还是互联网上的第一个做 O2O（OnlineToOffline）的电子商务网

站，外界将其称为中国网络零售企业的领军者。如果现在再做一场关于网络

的测试，一定恰好相反，应该是“72 小时无网生存挑战”。 20 年的时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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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对网络的懵懂无知到今天网络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变化之巨，

令人唏嘘。” 

课程导入： 

什么是计算工具？ 计算工具的发展 

 计算工具分为记和算。 

 记——数字 

 算——工具 

§ 1 人类最初的计算工具——手指 

§ 2 易得的计数工具——石头、木棍、绳结 

§ 3  公园前四世纪战国时期，《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

易之以书契 

 在出土的殷商时期的器皿上，已经能找到各种数字了，中国古时就用十进

制数字。 

 

 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的《说文》中记录的数字 

 

 **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 0 这个符号，唐朝后受印度影响采用的“.”，宋以

后用的圆圈。 （有时间就讲下为啥没 0） 

 对比古希腊数字、古埃及数字、古巴比伦数字、古罗马数字、古阿拉伯数

字(印度数字)。 

 数字作为最重要的计算工具，中国唐宋以后逐渐受阿拉伯文影响，但是早

期流传下来的十进制，按位摆放，单音读法都是比较先进和易于计算的，所以

中文数字一致延续至今，比如银行单据上的大写数字。 

 以下内容看课时安排讲解 

 《老子》 “善数者不用筹策” 

 《七发》 “孟子执筹而筭，万不失一” 

 《说文解字》“筭，长六寸，计历数者。言常弄乃不误也。” 

 以上都指算筹 

 1 算筹的摆放方式 

 2 算筹的加减运算 

 3 算筹的发展与演化 

 西方文明中计算工具的发展与演化 

 1 纳皮尔的 Bone’s 

 2 Pascaline 

 3 莱布尼茨手摇式齿轮计算机 

 4 杰卡德提花编织机 

 5 巴贝奇差分机 

 **巴贝奇的思想对冯诺依曼有巨大影响，从这里进入教材课程的学习。 

1.1 信息的数字化 

1.1.1 数制的基本概念 

数制是人们利用符号进行记数的方法。 

1 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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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进制用基数区分。十进制的基数为 10，二进制的基数为 2，十六进

制的基数为 16，等等。 

2 位权 

 12345=1*10
4
+2*10

3
+3*10

2
+4*10

1
+5*10

0
 

 这里的 0、1、2、3、4 上标就是位权，即该位数字的权重 

3 二进制 

 莱布尼茨与易经 

 从沈阳师范大学的校徽中厚德与健行两词说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两句是易经中乾卦和坤卦的解释， 

 让学生讨论这两句话的意思。 

 可以引用梁启超 1914 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论君子》中的内容做解释（如

有必要）。 

 乾坤是八卦中的卦象，阳爻阴爻对应的图形如果用数字 0,1 表示，对应如

图。 

 

 道家有太极生两仪..八卦生万物的说法，即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道理

发展出来的。在二进制的世界里，计算中的所有数字、字符、图像声音等等，

也都是由 0、1 演变出来的。 

 莱布尼茨：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 

           

 二进制是一种进位计数的数制，它的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也就是说在二

进制中没有 2，只有 1 和 0。 

4 二进制与十进制整数的互相转换 

 1101102=54          7310=1001001 

 将二进制按位权展开为多项式，求和结果为对应的十进制； 

 将十进制按二进制的权数展开，得到二进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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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4+8+1=2
6
+2

3
+2

0
=1001001 

5 八进制与十六进制 

 八进制是以 8 为基数的计数法。通常用 O 作为计数符号。 

 十六进制是以 16 为基数的计数法，大于 9 的数字分别为 A、B、C、D、

E、F，代表 10、11、12、13、14、15。通常以 H 作为计数符号。 

 

1.1.2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1 bit（称作位/比特） 

2 Byte（称作字节，计算机中的最存储单位）1B=8b 

3 字节单位的换算  KB MB GB TB PB EB ZB YB 等等 

 1 KB = 1，024 Bytes 

 1 MB = 1，024 KB = 1，048，576 Bytes（M 也称“兆”） 

 1 GB = 1，024 MB = 1，048，576 KB  

 1 TB = 1，024 GB = 1，048，576 MB  

 1 PB = 1，024 TB =1，048，576 GB 

**什么是比特币** 可留作课后阅读内容 

知识扩展——扫一扫，扫出了什么？ 

1.1.3 数值的表示此节可略 

1 正负符号的表示 

2 定点数的表示 

3 浮点数的表示 

 

1.1.4 西文字符的表示 

1 ASCII 码 

 1967 年，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了使用 7 位二进制数字表示西文字符的

国际标准编码，称为 ASCII 码，共为 128 个西文字符（包括控制符号）进行了

编码。再在最高位加 0，称为 8 位二进制数字，正好是 1 个字节。 

 

2 Unicode 码 

 每个国家都对本国的字符进行编码，就导致了网络时代浏览网页时候的

不便，比如我们的浏览器用的中文编码系统，在看日文或者韩文网站时，显示

的都是乱码。 

 为了解决全球字符编码统一的问题，1990 年开始，ISO 制定了 unicode，

为全球使用的所有符号进行了统一编码，预留了 110 多万的编码位。 

象形文字 区间:[77824,7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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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牌区间[127136,127199] 

 
图标 [127744,128758] 

 
以上内容将在学习 Python 语言课时学习。 

 

1.1.5 汉字的表示 

汉字因为符号比较多，在计算机中用两个字节表示。汉字编码有统一的

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局公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代号为

GB2312-80）分两级，一级 3755 个字，二级 3008 个字，共 6763 个字。GB2312

方案又称为国标码。 

 

 汉字除了需要解决字符编码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汉字字形存储的问题。汉

字字形码是一种用点阵记录汉字字形的编码，是汉字的输出形式。它把汉字按

字形排列成点阵，常用的点阵有 16×16、24×24、32×32 或更高 

 

 常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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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存储 1024 个 24*24 点阵汉字自行，需要多少存储空间 

 解： 

 1024*24*24/8=72KB 

 

1.1.6 声音数字化 

声音的基本概念 

 提问：声音的本质是？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通过固体、液体或气体传播的一种连续的波，即

声波。声音的强弱体现为声波压力的大小，音调的高低体现为声音的频率。 

声波的采样和量化 

要记录声音的信息，就要记录声波的波形。计算机记录声音波形的过程叫

做采样，采样是指每隔一个时间间隔在模拟声音波形上取一个幅度值，这样可

以得到一组离散的数据点，用这些数据点可以近似代替连续的声波。每个数据

点根据坐标可以用二进制数记录下来，这样就实现了声音的数字化。 

 

 此处，根据授课时间可以听三段不同采样频率的声音《船歌》，然后指

出数据量和采样频率。 

 

1.1.7 图形图像数字化 

提问： 

 1 三原色是什么？ 

 

 2 一共有多少种颜色？ 

 不知道~光谱是连续的，这问题就像问线段上有多少个点一样。但我们

知道计算机中能有多少种颜色。 

 

 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值分别可以在 0—255 之间调整，这样可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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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256*256=16777216 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有唯一的代码表示。例如

红色： 

111111110000000000000000 

  

 位图图像 

 由点和颜色代码构成的图像。特点是放大后失真变虚。 

      

 矢量图 

 矢量图像是根据几何特性来绘制图形，矢量可以是一个点或一条线，矢

量图只能靠软件生成。 

 由于即使坐标系的单位 1 长度发生变化， 坐标系中的点的相对位置也

不会发生改变，所以质量图中无论放大或者缩小都不会失真。 

 

1.1.8 视频信息的数字化 

视频信息可以看成是由连续变换的多幅位图图像构成。播放视频信息时，

每秒需要传输和处理 24 幅以上的图像。视频信息的数字化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以一定的速度对单帧视频信号进行捕获和处理以生成数字信息的过程。 

 帧：量词，一幅字画叫一帧。  

 计算机中，一幅画，或者一个画面称作一帧 

 FPS（Frames Per Second）：每秒传输帧数。 

 电视中常见制式 pal 要求 25 帧/秒，ntsc 制式要求 30 帧/秒， 

1.1.9 数据的压缩 

 计算机科学中，数据压缩是指按照特定的编码机制，用编码少的数据位表

示原有信息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减少存储空间，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1 有损压缩和无损压缩 

 有损压缩指不可拟的压缩，数据不可回复到压缩前状态。 

 BMP 图像——>JPEG 图像 

 CD 音乐——>MP3 音乐 

 无损压缩指可拟压缩，数据可还原为初始状态。 

 各种压缩软件形成的压缩包文件，比如 RAR，ZIP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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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络与通信 

1.2.1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 

 计算机网络是指利用通信线路，将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分散的，具有独

立功能的多台计算机系统链接起来，按照某种通信协议进行数据通信，以实现

数据共享的系统。 

2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1）数据通信 

数据通信是计算机网络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用于实现计算机与终端、计算机

与计算机之间传送各种信息，如数据、文本、图形、动画、声音和视频等。 

（2）资源共享 

计算机的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硬件资源、软件资源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

计算机的各种资源是组建计算机网络的主要目标之一。 

（3）提高计算机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4）实时控制 

（5）提高计算机的可靠性 

3  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1）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 

局域网用于将有限范围内（一般不超过 2km，最大不超过 10km）的各种计

算机、终端与外部设备互连成网络。 

（2）城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MAN） 

城域网的目标是要满足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大量企业、机关、公司的多个局域

网的互连，以实现大量用户之间的数据、语音、图形与视频等多种信息的传

输。 

（3）广域网（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WAN） 

广域网也称为远程网，地理范围可从几十公里到几千公里，可覆盖一个国

家、地区，或横跨几个洲，形成国际性的远程网络。 

2.按网络的拓扑结构分类 

 星型、总线型、环型、树型、网状 

 

 

4 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计算机网络的层次结构和各层协议的集合称为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 

 将复杂的网络任务分解为多个可处理的模块，这些可处理的模块之间形

成单向依赖关系，即模块之间是单向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而构成层次

关系，这就是网络分层。OSI 由底层到顶层分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

层、传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应用层。 



11 

 

5 网络协议 

 网络中的两台计算机之间要想正确地传送信息和数据，必须在数据传输

的顺序、格式及内容等方面有一个约定或规则，这种约定或规则称为计算机

网络协议。TCP/IP 协议为现在互联网中普遍采用的通信协议。 

 其他部分略 

1.2.2 数据通信（略） 

1.2.3 局域网（略） 

1.2.4 Ineternet 和 Internet 地址 

Internet 是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 ARPANET 发展而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跨越

国界的互联网络 

IP 地址 

在 Internet 上，每个网络和每一台计算机都被分配一个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

在整个 Internet 网络中是唯一的 

32 位二进制 

例如：1011011101100010111011100000111 

十进制数字形式：“.”分四段，每段（0~255） 

例如：210.30.208.7 

IP 分成 A、B、C、D、E 等 5 类。其中常用的是 A、B 和 C 类地址 

沈阳师范大学计算中心网络学习资源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92.168.131.254，可

以知道该地址是一个 C 类地址。 

 
子网 

将 IP 地址的主机号部分再次划分为子网号与主机号，由 IP 地址的网络号部分

和子网号部分共同标识网络 

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也是一个 32 位的二进制数码，它与 IP 地址进行逻辑“与”运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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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运算结果就是网络地址 

默认网格地址 

默认网关地址指的是本地子网中路由器的 IP 地址 

 

1.2.5 物联网的概念（自行阅读材料） 

1.3 计算的本质（自行阅读材料） 

1.4 计算科学与创新（自行阅读材料） 

 

作业： 

阅读以上自行阅读材料或者略过部分，选择 1 个知识点，制作 1 段 5~8 分钟

左右微课，给其他同学做科普材料。要求：画面分辨率 1920*1080，整体风格

轻松愉快，科普性强，让同学们能看明白。如果引用网络视频，小于 2 分钟，

并注明出处。 

1 什么是物联网 

2 图灵与图灵机 

3 冯诺依曼是谁 

4 云计算相关内容， 

5 大数据相关内容 

6 人工智能相关内容 

7 网络部分相关概念 

8 IT 相关自选题目（提前与老师沟通确定） 

周六晚 20:00 前上交教学设计，周三上课前上交微课视频、相关扩展阅读材

料。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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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算法与程序设计（2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几种经典算法 

 掌握顺序查找和二分法查找的使用 

 掌握冒泡排序的过程 

 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发现身边的各种算法（规则） 

 培养学生利用程序思想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重点难点 
经典算法问题的讲解 

各种排序算法的区别 

方法手段 

课前网络学堂预习、课堂讲授； 

任务驱动、团队合作自主学习； 

多媒体网络教学。 

思政点 

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算法，提升文化自信。 

学习计算机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术框架，培养计算思维的意识，

掌握计算思维的应用方法。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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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备注 

引入： 

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几步？ 

1.把冰箱打开 

2.把大象放进去 

3.把冰箱门关上 

 

2.1 算法及算法  

2.1.1 算法的概念 

算法的概念：算法是对解题方案准确而完整的描述。程序是算法的描述，同

一个算法可以由不同的编程语言来编写。 

 算法的基本特征：可行性、确定性、有穷性、有足够的情报。 

 算法中对数据的运算和操作 

  1 数学运算——加减乘除等 

  2 关系运算——大于，小于，等于，包含等 

  3 逻辑运算——and   or    not 等 

  4 数据的传输——输入，输出，赋值等 

 算法的控制结构 

  1 顺序    2 判断（分支,选择）   3 循环 

 算法举例： 

 辗转相除法（欧几里德约前 330～约前 275）求两个数字的最大公约

数。求 m 和 n 的最大公约数，其中 m>n。算法： 

  1 求余。用 m 除以 n，得到余数 r 

  2 判断。如果 r=0,则 n 为最大公约数，否则执行第三步 

  3 置换。把 n 赋值给 m，把 r 赋值给 n，回到第一步。 

 令 m=100 n=20 求最大公约数 

 令 m=210 n=126 求最大公约数 

 令 m=111 n=19 求最大公约数 

2.1.2 算法的复杂度 

算法复杂度的评价有两个指标：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1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指计算机执行算法所需要计算的工作量。执行基本运算的次数。 

 

 两个矩阵相乘，一共做了几次乘法呢？（3
3
=27 次） 

 记作  f(n)=O(n
3
) 

 

 例 1：在一组数据中查找一个特定值 

 例 2：老师说一个数字，猜大小 

 算法平均性态 

 最坏情况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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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算法的空间复杂度指执行这个算法程序所占用的所有存储空间 

算法的空间复杂度与时间复杂度无关 

 

2.2 经典计算问题的算法设计 

• 列举法（枚举法）——百元百鸡问题 

• 归纳法——求 1+2+…+100 

• 迭代和递推——已知，兔子的繁殖能力很强，1 对小兔子出生 1 个月

后长大为大兔子，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每月生下一对小兔子，若有一

对小兔子在 1 月 1 号出生，6 个月后有多少对兔子？(假定以上兔子

都是雌雄成对)？ 

• 递归——求 5！阶层 

• 减半递推技术——二分查找 

• 回溯法——八皇后问题 

• 分治法——32 硬币找假币 

** 思考，如果是 12 个硬币，其中有 1 个假币不知道轻重，请用天平 3 次找

出这个假币。 

 

2.2.2 典型计算问题的算法设计（留作下学期语言课讲解） 

 

 

2.3 查找和排序问题的算法构造 

2.3.1 常用查找算法 

 查找是数据处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查找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数据处

理的效率     

    查找(Searching)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数据结构中查找某个指定的数据元素。

通常根据不同的数据结构，应采用不同的查找方法。 

1 顺序查找 

2 二分法查找 

2.3.2 常用的排序算法 

1 冒泡排序 

2 快速排序 

3 简单插入排序 

4 希尔排序 

5 简单选择排序 

6 堆排序 

教材 52 页补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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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算法、程序和程序设计语言 

2.4.1 程序 

1 程序：一组计算机能识别和执行的指令 

指令：CPU 能够完成的最基础运算，比如数学运算，逻辑运算、数据传输、处

理器控制等等。 

指令集：不同种类的 CPU 有自己专属的指令集合 

2 算法和程序的关系 

算法不同于程序，程序是算法的一种表示形式，它受到计算机系统等很多细节

问题限制，一般地，程序的编制不可能优于算法。 

2.4.2 程序设计语言 

1 机器语言    只有 0 1 二进制形式的命令 

2 汇编语言    用简易英文助记词构建的命令 

3 高级语言    用人类容易理解的方式构建的命令 

 

2.5 结构化程序设计 

2.5.1 程序设计方法和技术及风格 

从程序设计方法和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程序设计主要经历了结构化程序设

计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两个阶段。 

程序设计风格是指编写程序时所表现出的特点、习惯和逻辑思路。程序的主要

风格:“清晰第一，效率第二”。 

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主要应注意下述要素： 

1．源程序文档化 

文档是有关计算机程序功能、设计、编制、使用的文字或图形资料。 

2．数据说明的方法 

3．语句的结构，程序编写要做到清晰第一、效率第二。 

4．输入和输出 

2.5.2 结构化程序的基本结构 

1 结构化方法概要 

结构化方法包括结构化分析、结构化设计和结构化程序设计。 

2 结构化程序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结构化程序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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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易于编写、理解、使用和维护，提高了程序的质量。 

➢ 提高了编程工作的效率，降低了软件开发成本。 

 

2.5.3 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主要原则及使用 

自顶向下：先从最上层总目标开始设计，逐步使问题具体化。 

逐步求精：对复杂的问题，应设计子目标作为过渡，再逐步细化。 

模块化：把程序要解决的总目标分解为子目标，把每个子目标称为一个模块。 

限制使用 GOTO 语句：滥用 GOTO 语句会导致程序混乱，应尽量避免。 

 

2.5.4 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案例 

略 

 

2.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 

 符合人的思维方式 

 稳定性好 

 易于开发大型软件产品 

 可重用性好 

 可维护性好 

 

 

作业：针对我国古代各种计算方法，制作 1 段 5~8 分钟左右微课，给其他同

学做科普材料。要求：画面分辨率 1920*1080，整体风格轻松愉快，科普性强，

非具体知识的深入讲解。如果引用网络视频，小于 2 分钟，并注明出处。 

参考内容： 

1 开方术 

2 割圆术 

3 算筹的计算方法 

4 算盘小知识 

5 什么是盈不足算法 

6 秦九韶算法 

7 IT 相关自选题目（提前与老师沟通确定） 

周六晚 20:00 前上交教学设计，周三上课前上交微课视频、相关扩展阅读材

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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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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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常用数据结构（4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数据的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 

 掌握线性表运算 

 掌握栈和队列的概念 

 掌握二叉树中节点运算及二叉树遍历遍历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重点难点 

栈和队列的基本性质 

线性表运算 

二叉树的遍历 

方法手段 

课前网络学堂预习、课堂讲授； 

任务驱动、团队合作自主学习； 

多媒体网络教学。 

思政点 
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融合创新，增强学生的勇于探索的创

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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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备注 

导入： 

在 EXCEL 中进行排序、筛选等操作时，数据都是以行为单位作为一个整体进

行操作的，而不能是单独一列进行排序。比如在一个学生表中，虽然数据保存

在不同的列，但是性别、分数等信息与姓名、学号等信息是一体的，只有相互

联系起来才有具体的实际意义。数据结构是计算机学科的重要知识，也是一门

核心课程。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专业的诸门课程中起到相互衔接、承前启后的作

用。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CS 学科中普遍把数据结构作为专业科目之一。 

 

3.1 什么是数据结构 

概念：数据结构是数据元素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的表示。 

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1 数据集合中个数据元素之间所固有的罗技关系，即数据的逻辑结构； 

 2 数据元素在计算机中的存储关系，即数据存储结构； 

 3 对各种数据结构进行的运算。（主要为线性表和二叉树） 

 

3.1.1 数据的逻辑结构 

 数据元素之间前后件的逻辑关系称为数据逻辑结构。包含两方面信息，数

据元素的信息和数据元素之间的前后件关系。通常分为四类： 

① 集合 

② 线性结构 

② 树形结构 

③  图状结构或网状结构 

 
 在一个数据结构中没有一个数据元素，则成该数据结构为空的数据结构。

（P70） 

 非空数据结构根据前后件关系，一般分为两大类：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

构。空数据结构可以是线性也可以是非线性结构。（P70）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非空的数据结构称为线性结构。 

（1）有且仅有一个根结点； 

（2）每一个结点最多有一个前件和一个后件； 

（3）在线性结构中插入或删除一个结点后还应是线性结构。 

 如果一个数据不是线性结构，称为非线性结构。 

二元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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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R) 

其中 B 表示数据结构，D 表示数据元素的集合，R 表示数据元素之间的前后件

关系。 

D={1,2,3,4} 

R={(1,2),(2,3),(3,4)} 

表达了结构 

 
例题：设数据元素的集合 D={ 1,2,3,4,5 }，则满足下列关系 R 的数据结构中为

线性结构的是______。 

A．R={ (1,2), (3,4), (5,1) }        B．R={ (1,3), (4,1), (3,2), (5,4) } 

C．R={ (1,2), (2,3), (4,5) }        D．R={ (1,3), (2,4), (3,5) } 

 

教材例子： 

B=(D，R) 

D＝｛总经理，副总经理，人事经理，财务经理，销售经理，生产经理，行政

经理｝ 

R＝｛(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经理)，(总经理，行政经理)，(副总

经理，人事经理) ，(副总经理，销售经理)，(副总经理，生产经理)｝ 

 
2 图形表示法 

上图中每一个方框称为结点；用一条有向线段从前件结点指向后件结点，来表

示数据元素之间的前后件关系 

 

3.1.2 数据的存储结构 

1 数据的存储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存储空间中的存放形式称为数据存储结构或称物理结构。

通常分为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 

顺序存储 

 

链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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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顺序存储结构 

 顺序存储结构是以元素的物理位置来体现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3 链式存储结构 

 链式存储就是用一组任意的存储单元存储数据元素，然后通过指针来表

示数据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各自的优缺点： 

顺序存储： 优点为可以随机存取结构中的任意元素；缺点是需要连续的地

址，插入和删除时要移动大量数据，运算效率低，存储空间不便于扩充，无

法动态分配。 

链式存储：优点为不需要一块连续的地址空间，插入和删除不需要移动大量

的数据，运算效率高。存储空间便于扩展。缺点为访问特定元素需从头进行

访问。 

顺序存储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少，链式存储需要的存储空间稍大些，但是存放

不受限制。 

 链式存储方式可以用于存储线性结构、如线性链表、带链的栈和队列；也

可以用于存储非线性结构，如二叉树的链式存储。（P72） 

链式存储的几种形式： 

 
 

3.2 常用线性数据结构 

3.2.1 线性表 

线性表是由 n 个数据元素组成的有序序列，是典型的线性结构。 

线性表是由 n 个数据元素组成的有限序列表示为：(a1, a2,···,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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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字母表(A ,B ,C ,···,X ,Y ,Z) 

其中 ai(i=1 ,2,···,n)是元素或结点 

线性表的逻辑特征是： 

①在非空的线性表中，有且仅有一个开始结点 a1，它没有直接前件，而仅有

一个直接后件 a2； 

②有且仅有一个终端结点 an，它没有直接后件，而仅有一个直接前件 an-1 

③其余的内部结点 ai (2≤i≤n-1)都有且仅有一个直接前件 ai-1 和一个直接

后件 ai+1。 

顺序表的插入和删除运算 

 
1 缺少哪个字母？ 

2 如果要按顺序写全 26 个字母，如何修改？ 

3 如果缺少的是 Z 或者 A，会怎么样？ 

 

 

1 多了哪个字母？ 

2 如果按顺序写全 26 个字母，如何修改？ 

3 如果多写的是 Z 或者 A，会怎么样？ 

 

结论：在顺序表中，插入和删除数据元素是很麻烦的事情，平均需要移动原表

中 n/2 个元素。时间复杂度为 O(n)  

 

线性链表的插入和删除运算 

线性链表的结构，形成的链为： 

 

插入：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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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问： 

 

3.2.2 栈和队列 

这两个概念属于运算时要受到某些限制的线性表。 

1 栈 

栈是是限定在一端允许插入和删除的线性表。先进入栈的元素后出去，后进来

的先出去，或者也称作 FILO 结构。 

 
栈顶 top：允许插入与删除的一端称为栈顶。 

栈底 bottom：不允许插入与删除的一端称为栈底。 

栈是根据“先进后出”或“后进先出”的原则组织数据的。 

 

入栈：指在栈顶插入一个新元素。它包含两步操作：先 top+1，后插入新元素 

退栈：指取出栈顶元素。它包含两步操作：先取走栈顶元素，后 top-1 

栈具有记忆作用 

相关例题： 

一个栈的初始状态为空。现将元素 1、2、3、4、5、A、B、C、D、E 依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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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然后再依次出栈，则元素出栈的顺序是______。 

A)12345ABCDE      B)EDCBA54321    

C)ABCDE12345      D)54321EDCBA 

假设用一个长度为 50 的数组作为栈的存储空间,栈底指针 bottom 指向栈底元

素,栈顶指针 top 指向栈顶元素,如果 bottom=49,top=30，则栈中具有_____个

元素。 

 

2 队列 

队列是一种只允许在一端插入，而在另一端删除的线性表。队列是按照“先进

先出” 的原则组织数据的。FIFO 

 
队尾 rear ：允许插入的一端 

队头 front ：允许删除的一端 

 

入队：指往队列的末尾插入一个元素。它包含两个操作：先 rear+1，后插入

元素 

退队：指从队列的排头删除一个元素。 

 

队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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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ear=Front=0 空队列 

图 2 A,B,C 依次入队  

图 3 A,B,C 依次出队  

图 4 D 入队  

图 4 D 出队 

此时： 

rear 和 front 指针重合，队列中没有数据元素。此时虽然没有数据元素，但是

队列中不能再插入新的元素，队列满。 

3 队列的一种存储结构——循环队列 

将顺序队列的空间假想为一个环，使顺序队列的整个数组空间变为首尾相接

的队列 

1 可以重复使用固定的存储空间 

2 r 指针和 f 指针重合时，队列可以是满也可以是空 

 
相关例题： 

设某循环队列的容量为 50，头指针 front=5(指向队头元素的前一位置)，尾指

针 rear=29(指向队尾元素)，则该循环队列中有___个元素（24） 

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______。 

A)循环队列有队头和队尾两个指针，因此，循环队列是非线性结构 

B)在循环队列中，只需要队头指针就能反映队列中元素的动态变化情况 

C)在循环队列中，只需要队尾指针就能反映队列中元素的动态变化情况 

D)循环队列中元素的个数是由队头指针和队尾指针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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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队列的应用案例 

<见书上例题> 

3.3 常用非线性数据结构 

 

3.3.1 树的基本概念 

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非线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所有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具

有明显的层次特性。 

 

树结构包括一下基本概念： 

父结点：每一个结点只有一个前件，称为父结点。 

根结点：没有前件的结点只有一个，称为根（结点）。 

子结点：每一个结点可以有多个后件，称为该结点的子结点。 

叶子结点：没有后件的结点称为叶子结点。 

结点的度：一个结点拥有的后件个数，称为该结点的度。 

树的度：所有结点中的最大的度，称为树的度。 

树的深度：树的最大层次，称为树的深度。 

子树：以某结点的一个子结点为根构成的树称为该结点的一棵子树。叶子结点

没有子树。 

 
相关例题： 

 
3.3.2 二叉树的基本概念 

二叉树是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的树： 

非空二叉树只有一个根结点 

每一个结点最多有两棵子树，且分别称为该结点的左子树和右子树 

在二叉树中每一个结点的度的最大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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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叉树的基本性质 

性质 1  在二叉树的第 i 层上，最多有 2
i-1

个结点 

性质 2  深度为 k 的二叉树最多有 2
k
-1 个结点 

性质 3  在任意一棵二叉树中，度为 0 的结点（叶子结点）总比度为 2 的结点

多一个。 

    例  一棵二叉树有 3 个叶子结点，有 8 个度为 1 的结点，则该二叉树中

总的结点数是多少？ 

性质 4  具有 n 个结点的二叉树，其深度至少为[log2n]+1 

 

满二叉树：除叶子结点外，所有结点都有两个子结点。（每一层都达到最大节

点数） 

完 全 二 叉 树 ： 除 最 后 一 层 外 ， 每 一 层 上 的 结 点 数 均 达 到 最 大 值 ；                           

在最后一层上只缺少右边的连续若干结点。 

 
满二叉树一定是完全二叉树、完全二叉树不一定是满二叉树。（P85） 

完全二叉树的两个性质： 

1 n 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树的深度为⌊log2n⌋+1 

2 有 n 个节点的完全二叉树，按顺序进行编号。节点 k 的父节点为 int(k/2);该

节点的左子节点为 2k，右子节点为 2k+1。 

 

二叉树的存储结构： 

二叉树可以顺序存储 

完全二叉树的节点的相互位置能反应出结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用结点编号对

应存储单元即可顺序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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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叉树的链式存储 

将一个二叉树结点增加 2 个信息，分别存放左右子结点所在地址，可构造为

二叉链表形式。 

 

3 二叉树的遍历 

二叉树的遍历是指不重复地访问二叉树中的所有结点。 

原则：先遍历左子树，后遍历右子树 

三种不同的方法：根据访问根结点的次序，二叉树的遍历可以分为前序遍历、

中序遍历、后序遍历。 

前序遍历：访问根结点——前序遍历左子树——前序遍历右子树 

中序遍历：中序遍历左子树——访问根结点——中序遍历右子树 

后序遍历：后序遍历左子树——后序遍历右子树——访问根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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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计算机领域相关概念，制作 1 段 5~8 分钟左右微课，给其他同学做

科普材料。要求：画面分辨率 1920*1080，整体风格轻松愉快，科普性强，非

具体知识的深入讲解。如果引用网络视频，小于 2 分钟，并注明出处。 

参考内容： 

1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2 人生苦短 我用 python 

3 H5 是个啥 

4 十分钟教你用剪映（几分钟视频就写几分钟） 

5 做个 CPU 有多难 

6 什么是离散数学 

7 IT 相关自选题目（提前与老师沟通确定） 

周六晚 20:00 前上交教学设计，周三上课前上交微课视频、相关扩展阅读材

料。 

 

作业 2：课后习题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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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数据的组织和管理（2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 

 了解数据库的三级模式、两级映射 

 掌握关系数据模型的相关概念 

能力目标： 

 通过数据库与 Excel 表的对比，提高学生数据管理技能 

重点难点 
关系模型的运算 

E-R 模型的表示 

方法手段 

课前网络学堂预习、课堂讲授； 

任务驱动、团队合作自主学习； 

多媒体网络教学。 

思政点 培养学生建立信息安全意识 

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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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 备注 

导入：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计算机应用的三大领域

（科学计算、数据处理和过程控制）中，数据处理约占其中的 70%。而数

据库技术就是作为一门数据处理技术发展起来的。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

和深入，数据库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4.1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 

4.1.1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 

 1 数据：实际上就是描述事物的符号记录。软件中的数据一定是有结

构的，包含了类型和值两方面。 

 2 数据库：数据库是数据的集合，它具有统一的结构形式，并存放于

统一的存储介质内，是多种应用数据的集成，并可被各个应用程序所共享。

现在学过的文件中，Excel 形成的 xlsx 文件，是最接近关系型数据库的管

理形式的。 

 3 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的核心，负责数据库中的数据组织、

数据操纵、数据维护、控制及保护和数据服务等。大家可以想象成 Excel 程

序。 

 数据定义语言（DDL）：对列进行增加或删除 

 数据操纵语言（DML）：对行进行修改 

 数据控制语言（DCL）：设置数据有效性 

 

 4 数据库管理员：负责数据库的规划、设计、维护、监视等的专门技

术人员。 

 5 数据库系统：是以数据库关系系统为核心的完整的运行实体。 

 6 数据库应用系统：大多的 app 都是。 

4.1.2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特点 

 1 数据继承性 

 2 数据独立性 

 3 数据统一管理与控制 

4.1.3 数据库系统的内部结构体系 

 三级模式和两级映射模型 

 

张莘悦作业.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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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模式： 

 概念模式：概念模式类似于表格的列标题，它描述了学生表中包含哪

些信息。 

 

 

 内模式：在将 Excel 表格另存为文件时，可以选择保存的文件路径、

保存类型（如 XLS、XLSX、CSV 等格式）等，这些与存储相关的描述信息

相当于内模式。在数据库中，内模式描述数据的物理结构和存储方式， 

 

 外模式：在打开一个电子表格后，默认会显示表格中所有的数据，这

个表格称为基本表。在将数据提供给其他用户时，出于权限、安全控制等

因素的考虑，只允许用户看到一部分数据，或不同用户看到不同的数据，

这样的需求就可以用视图来实现。 

 

 在上图中，总表中的数据是实际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而视图教务处、

学生处、图书馆中的数据是查询或计算出来的。由此可见，外模式可以为

不同用户的需求创建不同的视图，且由于不同用户的需求不同，数据的显

示方式也会多种多样。因此，一个数据库中会有多个外模式，而概念模式

和内模式则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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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级映射 

 外模式到概念模式的映射：保证了逻辑独立性。逻辑独立性是指当修

改了概念模式，不影响其上一层的外模式。 

 概念模式到内模式的映射：保证了物理独立性。概念模式/内模式映像

体现了物理独立性。物理独立性是指修改了内模式，不影响其上层的概念

模式和外模式。例如，在 Excel 中将.xls 文件另存为.xlsx 文件，虽然更换了

文件格式，但是打开文件后显示的表格内容一般不会发生改变。 

 

4.2 关系模型 

4.2.1 经典的数据逻辑模型—关系模型 

 把现实世界抽象到信息世界，进行数字化呈现，这种抽象的过程就是

数据模型的建立。数据模型主要有：层次模型、网状模型、关系模型。关

系模型是最常见的数据模型之一。采用二维表来表示数据及关系的逻辑结

构。 

 常见概念： 

 属性——在二维表中，每一列称为一个属性 

 元组——在二维表中，数据按行组织，每一行称为一个元组。 

 域——在二维表中，所有元组都应该具有对应于每个属性的属性值，

属性的取值范围是有限定或要求的，属性的取值范围称为域。 

 键——唯一识别最小属性集。记录唯一性标志 

 主键——键可以有多个，用户选取使用的为主键。 

 外键——表 A 的某属性集是表 B 的主键，称该属性集为 A 的外键。

简单的理解就是别的表用到了这个表的一列数据作为主键。 

 

二维表的性质： 

 元组个数有限性 

 元组唯一性 

 元组次序无关性 

 元组分量原子性 

 属性名称唯一性 

 属性次序无关性 

 分量值域同一性 

关系模型的数据操作： 

 数据查询 

 数据删除 

 数据插入 

 数据修改 

关系模型中的数据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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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完整性约束：要求关系中元组的主键属性值不能为空，且必须保证

是唯一的。 

 
参照完整性约束：要求一个关系不能引用另一个关系中根本不存在的元

组。 

 
用户定义的完整性约束：用户根据需要，利用关系数据库系统提供的完

整性约束语言写出约束条件。 

 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 

4.2.2 关系模型的运算 

1 集合运算——  并  交   差   笛卡尔积   除 

2 关系运算——选择、投影、连接(自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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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R 模型与数据库的设计 

4.3.1 E-R 模型 

 实体——现实实物的抽象 

 属性——实体固有的特征 

 联系——实体间对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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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模型的图形表示法 

 

4.3.2 数据库设计  （略） 

4.4 数据库设计的解决方案案例（文科生留作第二学期语言课学习） 

作业：本章课后习题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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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软件的开发（2 课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软件工程的概念、目标和原则 

 了解软件项目开发各阶段的文档和工具 

 了解软件的生命周期 

能力目标： 

 鼓励学生将软件工程理念应用在学习、生活中 

重点难点 
数据库图和数据字典的使用 

程序流程图的三种形式 

方法手段 

课前网络学堂预习、课堂讲授； 

任务驱动、团队合作自主学习； 

多媒体网络教学。 

思政点 
卡脖子的不光有芯片，还有软件 

使用正版和盗版软件的影响 

知识结构 

 

教学过程 备注 

导入： 

 智能手机上的程序称作应用（APP），是应用程序 (Application)的简写，

而应用程序是应用软件（Application Software）的简写。从传统分类上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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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有两大组成部分，硬件和软件。软件包括系统软件、应用软件)，

如果再细分，还可以有硬件驱动、编译程序等等。在之前的计算机时代，人们

不但需要懂软件层的 Software 的使用，也要关心硬件层的 Hardware 是否支

持、是否兼容，即软件能否在某台硬件设备上运行。所以，针对于硬件平台，

software 这个词用的比较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操作系统越来越先进，普通消

费者比较少关心软件在硬件层面上的兼容性，精力着重放在了软件的使用上。

所以，Application 就成了重心，Software 这个词渐渐省略了。 

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底层的服务，或者大型的开发系统，Software

这个概念还是很重要的。在计算机上，要想使用一个应用程序，基本上要经过

“安装”这个过程，使用者要了解程序安装的基本设置，比如安装路径，输出路

径，首选项等等。（参考 Camtasia 的安装过程）。 

在移动计算时代，人们又渐渐忽略了“应用程序”中“程序”这一部分。不再关心

程序安装在哪里，有什么初始设置，形成的结果文件存放在哪里，所以

Application 就成了 APP，核心就在于“应用”所以，现在的时代，硬件距离普通

用户越来越远，因为硬件被操作系统管理的非常全面，普通用户的核心是用，

而不是要了解程序的全部。 

5.1 软件工程 

5.1.1 软件 

 软件的概念：软件是程序、数据及其相关文档的完整集合 

软件的分类 

系统软件 

 操作系统（核心），管理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用户与计算机硬件之间的

接口，使计算机各部分协调有效地工作 

应用软件 

 字处理软件、辅助设计软件、图形图像动画制作软件、网页制作软件等 

支撑软件 

 接口软件、环节数据库、工具组等 

5.1.2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的概念 

 软件危机：软件危机就是指落后的软件生产方式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计

算机软件需求，从而导致软件开发与维护过程中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现象。

软件危机表现在：进度、成本、满足功能、质量、维护等问题 

 软件工程：为解决软件危机，提出软件工程学科。软件工程是应用于计算

机软件的定义、开发和维护的一整套方法、工具、文档、实践标准和工序 

软件工程包括三个要素（p125）： 

 方法 

 工具 

 过程 

5.2 软件的开发 

5.2.1 软件的生命周期 

 软件产品从提出、实现、使用、维护到停止使用的过程称为软件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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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软件开发的需求分析阶段 

 1 需求分析 

 2 需求分析方法 

 结构化分析的常用工具主要包括：数据流图和数据字典。 

 数据流图： 

数据流  

加工  

文件  

数据源点、终点  

 

借书过程的数据流 

 数据字典：数据字典是数据流图中所有图形元素的定义集合，是以特定格

式记录下来的，对系统数据流图中各个基本要素的内容和特征所做的定义和

说明。 

 例如：对学生数据清单的定义 

 学生借阅清单＝学号+姓名+系别+书号+书名+借阅日期+应还日期+日

期 

 学号＝2｛字母｝6 

 姓名＝2｛字母｝24 

 系别＝2｛字母｝24 

 书号＝1｛字母｝32+“00001”··“99999” 

 书名＝1｛字母｝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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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阅日期＝日期 

 应还日期＝日期 

 日期＝年+月+日 

 年＝“00”··“99” 

 月＝“01”··“12” 

 日＝“01”··“31” 

 结构化分析方法中还经常使用描述罗技的工具，主要包括判断树和判断

表。 

 

 
5.2.3 软件开发的设计阶段 

 1 软件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软件设计是把软件需求转换为软件表示的过程。 

 从技术上分为：软件结构设计、数据设计、接口设计和过程设计； 

 从工程管理角度上分为：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两个阶段 

 基本原则为： 

 1 抽象 

 2 模块化 

 3 信息隐蔽和局部化 

 4 模块独立性——模块要做到高内聚、低耦合。 

 2 结构化设计方法 

 结构化设计方法是与结构化分析方法相对应的。结构化设计就是采用最

佳的可能方法设计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成分之间的内部联系的技术。

也就是说结构化设计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决定用哪些方法把哪些部分联系起

来。才能解决好某个具体有清晰定义的问题。 

 结构化设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软件设计成由相对独立、单一功能的模

块组成的结构。 

 3 结构化概要设计的过程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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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图（Structure Chart，SC）是软件结构设计的有效工具 

 结构图也称系统结构图或控制结构图，它表示了一个系统（或功能模块）

的层次分解关系、块之间的调用关系以及模块之间数据流和控制流信息的传

递关系 

 

 4 结构化详细设计的过程和工具 

 详细设计是软件工程中软件开发的一个步骤，逗号就是对钙要设药设计

的一个细化，即详细设计每个模块的实现算法，所需的局部结构。常用工具

为： 

 程序流程图 

 

顺序结构 双分支结构   循环结构   循环结构     多分支结构好 

 N-S 图 

 
 PAD 图 

 

 判定表和判定树 

 PDL 语言——结构化语言，伪代码。专门为描述问题使用，无法真正在编

程环境执行。 

5.2.4 软件开发的测试阶段 

 1 测试的定义：为了发现程序中的错误，而执行程序的过程。 

 2 测试的目标：为了发现程序中的错误而执行程序的过程。 

 3 软件测试的方法和技术 

 软件测试方法很多，从是否需要执行被测试软件的角度划分？可以分为

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动态测试从测试的是外部功能还是内部功能的角度来

划分？可以分为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 

 静态测试：不运行程序，只看代码，即代码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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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测试：运用设计有效的测试方案和测试用例，有效地控制程序的运

行。包括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 

 白盒测试：将软件当做一个透明的盒子，对程序所有逻辑路径进行测试。

通过在不同点检查程序的状态来了解实际的运行状态是否与预期的一致。 

 黑盒测试：黑盒测试方法也称功能测试或数据驱动测试。黑盒测试是对软

件已经实现的功能，是否满足需求进行测试和检验？黑盒测试完全不考虑程

序内部的逻辑结构和内部特征。只需要程序的需求和功能规格说明。检查程序

的功能是否符合它的功能说明。 

4 软件测试的步骤 

 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 

 系统测试 

 验收测试 

5 软件的调试 

 调试：调试是确定错误的位置，性质并纠正错误的过程。又称为排错。 

 调试和测试是有区别的，测试是找出软件错误的过程。调试是找出原因和

具体位置，并改正软件错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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