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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导论:思想与方法(第2版)》根据教育部高等学
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IEEE—CS和ACM对计算机导论课程的要求，在学科思想方法
这个较高的层面将学科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了学科知识的杂乱堆积，有助于课程的教与学，也
有助于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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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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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构成软件复杂度的实体及其关系的描述不仅引发了大量学习和理解上的负担，而且
随着软件规模的增长，使得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以及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使软件的开发逐渐地
演变成一场灾难。要避免这场灾难，或者说，要顺利地完成一个软件系统的开发，其关键就在于能否
控制和降低该软件系统的复杂性。 （2）一致性。大型软件开发中，为保持各子系统之间的一致性，
软件必须随接口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些变化不能被抽象掉，因此，又增加了软件的复杂性
。 （3）可变性。与计算机硬件、建筑、汽车等实体相比，软件实体经常会面对持续的变更压力。人
们一般认为，已购买的计算机硬件、建筑、汽车等实体修改起来成本太高，于是打消了修改这些产品
的念头。而对软件实体，人们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它是一个纯粹思维活动的产物，可以无限扩展。 软
件处于用户、法律、计算机硬件及其应用领域等各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文化环境之中。该环境中的因素
持续不断地变化着，这些变化无情地强迫着软件也随之变化。 （4）不可见性。软件是看不见的，当
利用图示方法来描述软件结构时，也无法充分表现其结构，从而使软件的复杂度大大超过具有电路图
表示的计算机硬件的复杂度，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面临极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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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导论:思想与方法(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
计算机导论”或“计算思维导论”等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还可供有关专业的学生、教师和科技人员
参考。书中配套的学习网站，网站上有完整的电子教案、丰富的程序演示动画、大量的习题，以及与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计算机科学导论:思想与方法(第2版)》配套的存储程序式
计算机模拟平台，方便了计算机导论课程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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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书不是上课用才不买，上面的内容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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