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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NA学习指南》

内容概要

Todd Lammle是世界知名思科认证考试培训专家，他的CCNA备考指南系列一直位居亚马逊同类图书畅
销榜榜首。CCNA认证有多种，最受欢迎的是CCNA R/S。要想获得该认证，必须通过ICND1
（100-101）和ICND2（200-101）两门考试，或者通过一门CCNA R/S综合考试（200-120）。本书针对
思科最新考试大纲编写，提供了大量示例和动手实验，力求帮助应试者全面、细致地掌握新的考试内
容，从容通过认证。
本书特色如下：
全面系统地讲解考点，提高考生信心；
用动手实验和书面实验强化关键技能；
通过实际案例帮助考生学以致用；
每章附有有针对性的复习题；
章末总结考试要点，帮考生识别关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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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Todd Lammle
世界知名思科考试培训专家、顾问，专注思科认证互联网技术，是最受欢迎的思科考试技术书作家，
所撰写的思科认证考试指导书以实用著称，全球销量逾百万册。他通过了几乎所有类别的思科认证，
包括CCSI、CCNA/CCNP R/S、CCNA/CCNP Voice、CCNA/CCNP Data Center、CCNA/CCNP Wireless
、CCNA/CCNP Security。他拥有30年的LAN、WAN和大型无线网络的从业经验，目前经营着一家培
训和咨询公司，个人主页为www.lamm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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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NND，终于把这本书从头到尾啃了一遍，但是还是有好多东西没记住，先看点儿视频教程消化一
下，再啃一遍算了。
2、it help me pass the CCNA exam.
3、最新的ccna认证用书，这证书现在风头不在 导致新版的书都没人讨论了？里面的知识还是实用的
，这本个人感觉写得比640-802第七版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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