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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详细讨论了中文和英文的信息概念，分析了自1959年“信息科学”概念问世以来的“计算机信息
科学”、“图书馆信息科学”、“通信论信息科学”三大信息科学流派的来龙去脉，展示了当代“技
术信息学”、“细胞信息学”、“人类信息学”三大专业信息学的基本概貌，讨论了当代那些主要的
，具有争议性的专业信息学学科，预测了未来的信息科学将从机械主义走向有机主义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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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需要资深的信息技术教师看一看。科学与技术有密切关系，信息技术教育者一定要看一看信息科
学、信息哲学。从这方向上回头看自己走偏路了没有。16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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