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要点:
 

我们通常使用的计算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脑”。在职场人士眼中,它是

最得力的工作伙伴;
 

在求知者的眼中,它是智慧的知识宝库。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无论工

作、学习、娱乐还是科研,计算机都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
本章知识介绍:

 

认识计算机硬件组成,了解输入设备、输出设备与存储器;
 

认识打印

机、数码相机、扫描仪等常用设备。

  学习目的
 

1.
 

了解计算机的概念,能区分硬件和

软件;

2.
 

能够区分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

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并掌握其用途;

3.
 

能辨别出常用外围设备。

本章重点

1.
 

计算机的概念;

2.
 

计算机的硬件组成。

1.1 计算机的概念及组成

学习要求

(1)
  

了解计算机的概念,能区分硬件和软件;
 

(2)
  

能够区分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并掌握各自用途。

1.1.1 计算机的概念

计算机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计算机的组成、计算机的主要用途和特

点以及信息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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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的发展

(1)
 

计算机的诞生

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ENIAC由美国宾夕法尼业大学于1946年研制成功,是一台庞

然大物,共有18000个电子管,1500个继电器,耗电150千瓦,重量30吨,占地约170平方

米,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加法或400次乘法。它的诞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奠定了计算机的发展基础,成为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开辟了计算机科学

的新纪元。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计算机的基本构成元件经历了电子管

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4个阶段。
(2)

 

第一代计算机

第一代计算机(1946—1957年)使用电子管作为主要电子元件,其主要特点是体积大、
耗电多、质量重、性能低且成本很高,这一代计算机的主要标志是:

 

①确立了模拟量可以变

换成数字量进行计算,开创了数字化技术的新时代;
 

②形成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基本结构,
即冯·诺依曼结构;

 

③确定了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采用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编程;
 

④首

次使用阴极射线管CRT作为计算机的字符显示器。
(3)

 

第二代计算机

第二代计算机
 

(1958—1964年)使用晶体管作为主要电子元件,其各项性能指标有了

很大改进,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几十万次。这一代计算机的主要标志是:
 

①开创了计算机

处理文字和图形的新时代;
 

②系统软件出现了监控程序,提出了操作系统的概念;
 

③高级

语言投入使用;
 

④开始有了通用机和专用机之分;
 

⑤开始使用鼠标。
(4)

 

第三代计算机

第三代计算机(1965—1970年)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SSIC和中规模集成电路 MSIC作

为主要电子元件,其性能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这一代计算机的主要标志是:
 

①运算速度

已达到每秒100万次以上;
 

②操作系统更加完善,出现分时操作系统,出现结构化程序设计

方法,为开发复杂软件提供了技术支持;
 

③序列机的推出,较好地解决了“硬件不断更新,软
件相对稳定”的问题;

 

机器可根据其性能分成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和小型机。
(5)

 

第四代计算机

第四代计算机(1971年至今)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LSIC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C
作为主要电子元件,使得计算机日益小型化和微型化。这一代计算机的主要标志是:

 

①操

作系统不断完善,应用软件的开发成为现代工业的一部分;
 

②计算机应用和更新的速度更

加迅猛,产品覆盖各类机型;
 

③计算机的发展进入了以计算机网络为特征的时代。

2.
 

微型计算机的发展

微型计算机是第四代计算机的典型代表。

1971年Intel公司使用LSIC率先推出微处理器4004,成为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新的

里程碑。从此,计算机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各种采用LSIC、VLSIC
 

的新型计算机像

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微型计算机的字长从4位、8位、16位、32位至64位迅速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容量越

来越大,其性能甚至已经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小型计算机的水平。微型机机型小巧、
性能稳定、价格低廉,对环境没有特殊要求且易于成批生产,因此吸引了众多用户,得到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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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微型机进入全盛时期,速度、容量等性能得到飞速提高,显示出强大的

生命力。当前计算机技术正朝着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功能和多媒体化等多个

方向发展。

1.1.2 计算机的组成

1.
 

计算机组成

  计算机组成指系统结构的逻辑实现,包括机器内的数据流和控制流的组成及逻辑设计

等。计算机一般包括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2.
 

概念

计算机组成的任务是在指令集系统结构确定分配给硬件系统的功能和概念结构之后,
研究各组成部分的内部构造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机器指令集的各种功能和特性。这种联系

包括各功能部件的内部构造和相互作用。
计算机组成的关键是在所希望达到的性能和价格下,怎样最佳、最合理地把各个部

件组成计算机,以实现所确定的指令集架构(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ISA),比如以下

几点。
(1)

 

数据通路宽度:
 

数据总线上一次并行传送的信息位数。
(2)

 

专用部件的设置:
 

是否设置乘除法、浮点运算、字符处理、地址运算等专用部件。
设置的数量与机器要达到的速度、价格及专用部件的使用频度等有关。

(3)
 

各种操作对部件的共享程度:
 

分时共享使用程度较高,虽限制了速度,但价格便宜。
如设置部件多,会因操作并行度提高而降低共享程度,可提高速度来解决,但价格也会提高。

(4)
 

功能部件的并行度:
 

是用顺序串行,还是用重叠、流水或分布式控制和处理。
(5)

 

控制机构的组成方式:
 

用硬联还是微程序控制,是单机处理还是多机或功能分布

处理。
(6)

 

缓冲和排队技术:
 

部件间如何设置,设置多大容量的缓冲器来协调它们的速度差;
 

用随机、先进先出、先进后出、优先级,还是循环方式安排事件处理的顺序。
(7)

 

预估、预判技术:
 

为优化性能用什么原则预测未来行为。
(8)

 

可靠性技术:
 

用什么冗余和容错技术提高可靠性。

3.
 

硬件部分

硬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1)

 

控制器(control):
 

控制器是整个计算机的中枢神经,其功能是对程序规定的控制

信息进行解释,根据其要求进行控制,调度程序、数据、地址,协调计算机各部分工作及内存

与外设的访问等。
(2)

 

运算器(datapath):
 

运算器的功能是对数据进行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即对数

据进行加工处理。
(3)

 

存储器(memory):
 

存储器的功能是存储程序、数据、信号、命令等信息,并在需要

时提供这些信息。
(4)

 

输入设备(input
 

system):
 

输入设备是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输入设备与输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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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合称为外部设备,简称外设。输入设备的作用是将程序、原始数据、文字、字符、控制命令

或现场采集的数据等信息输入计算机。
(5)

 

输出设备(output
 

system):
 

输出设备与输入设备同样是计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输出计算机的中间结果(过程)或最后结果、机内的各种数据符号、文字或各种控制信号等

信息。

4.
 

软件概述

计算机软件(computer
 

software)是指计算机系统中的程序及其文档。程序是计算任务

的处理对象和处理规则的描述;
 

文档是为了便于了解程序所需的阐述性资料。程序必须装

入机器内部才能工作;
 

文档一般是给人看的,不一定装入机器。软件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

接口界面。用户主要是通过软件与计算机进行交流。在设计计算机系统时,必须全面考虑

软件与硬件的结合,以及用户的要求和软件的要求。
运行时,软件系统应提供能够满足要求和性能的指令或计算机程序的集合;

 

程序能

够满意地处理信息的数据结构;
 

描述程序功能需求以及程序如何操作和使用所要求的

文档。
软件具有以下与硬件不同的特点。
(1)

 

表现形式不同。硬件有形、有色、有味,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
 

而软件无形、无
色、无味,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软件存在计算机系统里或纸面上,它是否正确要通过程

序在机器上运行进行检验,这就给设计、生产和管理带来许多困难。
(2)

 

生产方式不同。软件靠开发,是人的智力的高度发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尽

管软件开发与硬件制造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这两种过程是根本不同的。
(3)

 

要求不同。硬件产品允许有误差,而软件产品不允许有误差。
(4)

 

维护不同。硬件是会用旧用坏的,在理论上,软件是不会用旧用坏的,但软件在整

个生存期中一直处于改变维护状态。
如果把计算机比作一个人,那么硬件就表示人的身躯,软件则表示人的思想和灵魂。一

台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计算机通常称为“裸机”。

5.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是指控制和协调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支持应用软件开发和运行的系统。系统

软件是无须用户干预的各种程序的集合,主要功能是调度,监控和维护计算机系统,负责管

理计算机系统中各种独立的硬件,使它们可以协调工作。系统软件使计算机使用者和其他

软件将计算机当作一个整体而不需要顾及底层每个硬件是如何工作的,如 Windows、

Linux、DOS、UNIX等操作系统都属于系统软件。

6.
 

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用户可以使用的各种程序设计语言,以及用各种程序设计语言编制的应用

程序的集合,分为应用软件包和用户程序。应用软件包是利用计算机解决某类问题而设计

的程序的集合,可供多用户使用。计算机软件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应用软件

是为满足用户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应用需求而提供的软件。它可以拓宽计算机系统的应

用领域,放大硬件的功能,如 Word、Excel、QQ、微信等都属于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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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计算机硬件

学习要求

(1)
 

能够区分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并能说出其用途;
(2)

 

掌握常用外围设备名称及用途。

1.2.1 计算机硬件组成

计 算 机 主 机

箱内的部件

无论是微型计算机还是大型计算机,都是以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为基

础。冯·诺依曼体系结构由“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设计,规定计算机系

统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部分组成。
不同的信息通过输入设备进入计算机存储器,然后送到运算器,运算完

毕把结果送到存储器存储,最后通过输出设备输出,整个过程由控制器

控制。
计算机的硬件系统包括主机部件、外部设备,如图1-1所示。主机部件包括主板、CPU、

内部存储器(内存条)等计算机核心部件。外部设备包括输入设备、输出设备和外部存储器

等。输入设备是指将数据输入计算机的设备,基本的输入设备有键盘和鼠标;
 

输出设备是

指将计算机的处理结果以适当的形式输出的设备,常用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音箱、打印机

等;
 

外部存储器包括光驱、U盘、移动硬盘等。

图1-1 计算机硬件系统

1.
 

主机部件

主机的所有部件都安装在主机箱内,其中包括主板、CPU、内存条、硬盘、光驱、软驱、显
示卡、声卡、网卡等,如图1-2所示。主机箱的外观是一个方形盒子,对计算机的部件起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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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作用,如果没有主机箱,计算机的CPU、内存、显卡等设备就会裸露在空气中,这样不仅

不安全,而且空气中的灰尘会影响各个部件的正常工作。

图1-2 计算机主机部件

2.
 

输入设备

(1)
 

鼠标

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下,鼠标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输入设备,其作用是快速而准确地

定位,或通过单击、双击、右击执行各种操作命令,如图1-3所示。
(2)

 

键盘

键盘是主要的输入设备,用于输入控制计算机运行的各种命令或编辑文字等,如图1-4
所示。

图1-3 鼠标 图1-4 键盘

3.
 

输出设备

(1)
 

显示器

显示器是主要的输出设备,是组装计算机必不可少的部件之一。显示器主要有CRT
显示器和液晶显示器两大类,其作用是显示计算机运行各种程序的过程和结果。图1-5所

示为CRT显示器(已经淘汰),图1-6所示为液晶显示器。
(2)

 

音箱

在多媒体计算机中,必须配置声卡和音箱。音箱是观看视频、播放音乐不可缺少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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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如图1-7所示。
(3)

 

打印机

打印机是计算机的常用输出设备之一,我们经常需要将计算机处理的结果按照要求打

印出来,如图1-8所示。

图1-5 CRT显示器 图1-6 液晶显示器 图1-7 音箱 图1-8 打印机

4.
 

计算机主机箱内的部件

计算机主机的核心部件都安装在主机箱内,主要包括主机板、CPU、内存条、硬盘、光驱

各种板卡等。这些部件是组成计算机必需的硬件设备。
(1)

 

CPU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单元)是计算机的核心部件,由控制器和运算

器组成。它是计算机的运算中心,类似于人的大脑,用于计算数据和进行逻辑判断以及控制

计算机的运行,如图1-9所示。
(2)

 

主板

如果把CPU比作计算机的“大脑”,那么主板就是计算机的“躯干”。主板将CPU、内存

条、显卡,鼠标、键盘等部件连接在一起,为计算机各部件提供数据交换的通道。如图1-10
所示,主板对所有部件的工作起统筹协调作用,因此主板的稳定性是系统发挥最优性能的

基础。
(3)

 

内存

内存如图1-11所示,是计算机的核心部件之一,用于临时存储程序和运算所产生的数

据,其存取速度和容量的大小对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影响较大。计算机关机后,内存中的数据

丢失。

图1-9 CPU 图1-10 主板 图1-11 内存

(4)
 

显卡

显卡也称图形加速卡,如图1-12所示,是计算机中主要的板卡之一。显卡用于把主板

传来的数据做进一步处理,生成能供显示器输出的图形图像、文字等信息。有的主板集成了

显卡,但在对图形图像要求较高的场合(如3D游戏、工程设计)建议配置独立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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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显卡

(5)
 

声卡

声卡如图1-13所示,用于处理计算机中的声音信号,并
将处理结果传输到音箱中播放。现在的主板几乎都已经集

成了声卡,只有在对声音效果要求极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配置

独立的声卡。
(6)

 

硬盘

硬盘如图1-14所示,是重要的外部存储器,其存储

信息量大,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计算机关机后,硬盘中的数据不会丢失,是长期存储数据的

首选设备。

图1-13 声卡 图1-14 硬盘

(7)
 

光驱

光驱如图1-15所示,在可移动存储设备(移动硬盘)未普及之前是安装操作系统、应用

程序、驱动程序和计算机游戏软件等必不可少的外部存储设备。其特点是容量大,抗干扰性

强,存储的信息不易丢失。互联网与移动硬盘普及后,一般的台式计算机都不再配置此设

备,光驱逐渐被淘汰。
(8)

 

电源

电源如图1-16所示,是为计算机提供电力的设备。电源有多个不同电压和形式的输出

接口,分别接到主板、硬盘和光驱等部件上,为其提供电能。

图1-15 光驱 图1-16 电源

1.2.2 计算机外围设备

1.2.1小节介绍的计算机部件已经可以组装一台计算机了,但是要扩展计算机的应用

范围,还需要为计算机安装一些外围设备。

1.
 

网络设备

网络适配器、交换机、集线器、路由器等可以使世界各地的计算机通过Internet连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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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网络适配器

网络适配器俗称网卡,是网络系统中的关键硬件,如图1-17所示。在局域网中,网卡对

于计算机之间信号的输入与输出,起着重要的作用。
(2)

 

集线器

集线器如图1-18所示,它的功能是分配带宽,将局域网内各自独立的计算机连接在一

起并能互相通信。
(3)

 

路由器

路由器(Router)是连接因特网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自动选

择和设定路由,以最佳路径、按前后顺序发送信号。路由器是互联网络的枢纽,相当于交通

警察。目前路由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各种不同档次的产品已成为实现各种骨干网

内部连接、骨干网间互联和骨干网与互联网互联互通业务的主力军。图1-19所示为一种无

线路由器。

图1-17 网卡 图1-18 集线器 图1-19 路由器

图1-20 U盘

2.
 

可移动存储设备

可移动存储设备包括 USB闪存盘(俗称 U盘)和移动

硬盘,图1-20所示为U盘,图1-21所示为移动硬盘。这类

设备使用方便,即插即用,容量存储也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现在已成为计算机中必不可少的附属配件。

3.
 

数码设备

数码设备包括数码相机、扫描仪等设备,图1-22所示为数码相机,图1-23所示为扫描

仪。尽管在配置计算机时它们属于可选设备,但在信息化时代却有着广泛的应用。

图1-21 移动硬盘 图1-22 数码相机 图1-23 扫描仪



     

  本章要点:
 

第1章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硬件部分,如果把计算机比作人,那么计算机的灵

魂就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有效管理计算机系统中的资源,合理管理计算机系统的工作

流程,方便用户使用的程序集合。目前 Windows操作系统是最常用的操作系统之一。

本章知识介绍:
 

Windows操作系统简介及发展,界面组成,窗口基本操作,文件复制、文

件重命名规则,Windows
 

10常用附件、文件压缩及解压缩,常用快捷键等。

  学习目的

1.
 

了解 Windows操作系统的基

本概念及发展历程;

2.
 

掌握 Windows
 

10正确的启动

和退出方法;

3.
 

在 Windows
 

10中能够灵活地

使用鼠标对文件、窗口、菜单进行基本

的操作;

4.
 

学会使用 Windows
 

10中记事

本、写字板、画图、计算器等常用附件

工具;

5.
 

掌 握 文 件 压 缩 及 解 压 缩 的

方法。

本章重点

1.
 

鼠标的基本操作;

2.
 

Windows
 

10的启动和退出;
 

Windows
 

10的常用附件;

3.
 

文件压缩及解压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