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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 认识早期的计算工具

史前计算工具

巴贝奇分析机

机械加法计算器

算筹计数法

石子与绳结，古代牧民的智慧，简单记录与计算羊

的数量，直观易用。

春秋战国时期，用树枝或竹条代表数字，算筹计算

法，提升计算效率。

帕斯卡于1642年发明，黄铜制作，能自动进行加法，

简化运算过程。

19世纪30年代设计，包含存储和处理单元，预示现

代计算机雏形。



活动2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为解决弹道计算，1943年美国军方启动电子数

字积分计算机研发，吸引冯·诺依曼等数学家加

入。

ENIAC项目启动

1946年，首台ENIAC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

计算速度达5000次/秒，开启通用计算机时代。

ENIAC样机问世

冯·诺依曼加入后，提出关键设想，加速ENIAC

研发，为现代计算机结构奠定基础。

冯·诺依曼的贡献

针对ENIAC缺陷，冯·诺依曼提出存储程序概念，

实现计算机自动执行程序，影响深远。

存储程序思想



活动3 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1947-1957年，用电子管代替继电器，

基础元器件的革新。

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

1965-1970年，集成电路元件应用，

计算机体积、功耗大幅减小。

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

1958-1964年，晶体管取代电子管，

硬件性能与软件均有提升。

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

1971年至今，集成电路技术进步，

运算速度、存储容量显著增强。

第四代集成电路计算机

01 02

03 04



中国贡献 技术影响

01

国防科大研制的“天河二号”以3.39亿

亿次/秒速度，成为世界超级计算机之

首，彰显中国技术领先。

02

每次计算机技术的飞跃，都推动了各领

域计算能力的提升，对科学研究、工业

制造等产生深远影响。

活动3 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活动4 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计算机网络化巨型化计算机

03

网络实现资源共享，扩大

使用范围，现代网络技术

是计算机不可或缺的。

微型化计算机

01

超级计算机用于国防科技，

高存储、高速度，是国家

科技实力标志。

02

微电子技术推动计算机更

小、更强大，实现更高性

能与可靠性。

计算机智能化

04

模拟人类思维，具备问题

解决能力，应用涵盖多领

域，如医疗、教育。



活动4 计算机的发展趋势

多媒体技术应用

综合技术结合视听信息，拓宽

应用领域，影响商业、教育、

娱乐等。

嵌入式系统

专用计算机系统，灵活适应不

同需求，常见于工业设备、消

费电子产品。

非冯·诺依曼体系新
架构
探索新型计算机结构，如量子、

光子、分子等，以提高性能和

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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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1 计算机的分类

大型计算机

嵌入式系统

微型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大型集群计算机、大型服务器等。

台式计算机、一体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掌

上电脑、PC服务器等。

工业控制 PC、单片机、电子收款机、自动柜员机等。



超级计算机概
述
参与500强测试，应

用于科学计算、军事

和大型项目，性能强

大。

大型集群计算
机特点 集群技术应用

超级计算机和大型集

群计算机常采用集群

技术，提升性能和数

据处理能力。

多台计算机集群，运

行专用系统，价格相

对低廉，可扩展性强。

大型服务器设
计
专为通信、网络和工

程计算设计，采用独

特系统结构，保证稳

定和处理能力。

大型计算机
活动1 计算机的分类



微型计算机涵盖多种类型，

如台式机、一体机、笔记

本、平板、掌上电脑和

PC服务器，是日常生活

中最普遍使用的电子设备。

微型计算机
活动1 计算机的分类



以应用为中心，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可裁剪软硬件以适应不同需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常见于工业制

造、数码设备及智能家电中。

嵌入式系统定义01

为提高计算机性能，研究新型非冯·诺依曼架构，如量子、光子、分子、纳米及超导计算机，采用并行

处理、新型材料技术等。

非冯·诺依曼体系结构02

量子计算机处理速度快、精度高；光子计算机运算速度快、容错性好；分子计算机体积小、能耗低；

纳米计算机成本低；生物计算机存储能力强、抗干扰；超导计算机速度快、能耗少。

新一代计算机特点03

嵌人式系统
活动1 计算机的分类



运算速度快

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减轻人类脑力劳动，解决过去

无法完成的复杂计算。

突出特点：运算速度快

以每秒执行指令次数衡量，从早期几千次到现在的

万亿次，展现高速运算能力。

计算机运算速度概述

活动2 计算机的特点



传统工具如数学用表限制精度，

有效数字位数有限，通常4-8位。

科学计算工具

计算机能提供高精度结果，可达

十几至几十位有效数字，精度可

按需求调整。

计算机优势

计算精度高
活动2 计算机的特点



计算机能存储大量数据，实现记忆功能，区别于传统

计算工具，现今存储容量可达千兆级别。

存储器的“记忆”功能

存储容量大

活动2 计算机的特点



计算机不仅能做

基本算术运算，

还能进行比较、

判断的逻辑运算，

能处理逻辑推理

问题。

具有逻辑判
断功能

活动2 计算机的特点



通过预设程序，计算机能自动执行指令，无需

人工持续干预，实现高自动化操作。

计算机自动化运行

计算机技术深入各行各业，包括信息处理、产

品设计、科研教育等，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

计算机应用广泛

计算机能处理各种复杂任务，通过编程实现不

同领域的应用，具有极强的通用性。

通用性与适应性

自动化程度高

活动2 计算机的特点



01

涉及数值计算，处理科研

与工程的数学问题，借助

计算机解决复杂计算。

科学计算定义

02

早期计算机主要服务于科

学计算，现广泛应用于高

能物理、工程设计等领域。

计算工具发展

03

高速、高精度、逻辑判断

能力使计算机在科学计算

中不可或缺，催生新学科

发展。

计算机优势

科学计算

活动3 计算机的应用



实时控制系统概
念

利用计算机快速处理数据，自动控制对象，实

现高效自动化调节。

控制对象的覆盖
范围

涉及机械、冶金、石油等多个行业，改善劳动

条件，提升产品合格率与质量。

过程控制
活动3 计算机的应用



应用领域信息管理定义

03

广泛应用于办公自动化、

计算机辅助管理、情报检

索、会计电算化等领域。

数据处理特点

01

涉及数据采集、存储、检

索、加工，旨在高效处理

数据以支持决策。

02

涵盖数字、文字、图形、

声音等多种形式，可人工

或自动化处理。

数据处理目标

04

通过转换和传输数据，旨

在提供有效信息，支持业

务和决策。

信息管理
活动3 计算机的应用



用于工程和产品设计，如飞机、汽车造型，提升设计效率和质量。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01

通过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优化制造，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计算机辅助制造CAM02

CAD与CAM的集成，实现生产自动化，提高生产率，目标无人
化工厂。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03

04
利用计算机个性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缩短学习时间，提供互
动学习环境。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模拟人类智能活动，如问题解决、图像识别，应用包括专家系统、
智能机器人等。

人工智能AI05

辅助技术
活动3 计算机的应用



连接地理位置不同的计算机系统，

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最著

名的网络形式是互联网。

计算机网络概念

数据是定性、定量描述目标的原

始资料，包括各种形式，掌握数

据表示对理解计算机运作至关重

要。

数据表示重要性

互联网成为战略性基础设施，推

动经济发展，促进国际交流，催

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互联网的影响

计算机内部使用二进制，但十进

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等数制在

不同场景下也有广泛应用，需要

掌握数制转换。

计算机中数制应用

网络应用

活动3 计算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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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0和1两个数码，逢二进一，

是计算机基础语言。

二进制

日常生活最常用，有10个数码，

基数为10，逢十进一。

十进制

由0,1,2…7七个数码组成，基数为

8，进位原则是逢八进一。

八进制

包括0-9和A-F，基数为16，A-F

分别代表10-15，进位规则是逢十

六进一。

十六进制

数制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制



每个数位对应特定的权重，权重等于基数的

幂。例如，十进制数1234.5的位权展开表

示为基数10的幂次形式，位置决定幂的正

负及大小。

在数学计算中，数位的权重决定了其贡献的

值。如10进制数1234.5，数位的权重从右

到左分别为10^0,10^1,10^2,10^3，小数

点后为10^-1。

进位计数制的位权概念

数位的权重表示

位权值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制



基数与位权关系

位权的值基于特定基数，例如在十进制系统中，基

数是10。数位的权重等于基数的次幂，根据数位位

置确定具体幂的值。

位权示例解析

以10为基数的数1234.5，其位权展开为1*10^3 + 

2*10^2 + 3*10^1 + 4*10^0 + 5*10^-1，每个数

位的值乘以对应的权重。

位权值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制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将数由一种数制转换成另一种数制称为数制间的转换。

因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是十进制数，而在计算机中采用

的则是二进制数，所以在使用计算机时就必须把输入的十进

制数换算成计算机所能够接受的二进制数。计算机在运行结

束后，再把二进制数换算成人们习惯的十进制数输出。这两

个换算过程完全由计算机自动完成。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1）十进制数转换成非十进制数。

①十进制整数转换成非十进制整数。

十进制整数转换成非十进制整数采用

“余数法”，即除基数取余数。将十进

制整数逐次用任意非十制数的基数去除，

一直到商是0为止，然后将所得到的余

数由下而上排列即可。

【例1-1】将（213）10 转换成二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结果为（213）10=（11010101）2。



（1）十进制数转换成非十进制数。

②十进制小数转换成非十进制小数。

十进制小数转换成非十进制小数采用

“进位法”，即乘基数取整数。将十进

制小数不断地用其他进制的基数去乘，

直到小数的当前值等于0或满足要求的

精度为止，最后得到的积的整数部分由

上而下排列即为所求。

【例1-2】将十进制数（0.514）10转换成相应的二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结果为（0.514）10=（0.1000001）2。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2）非十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非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制数采用“位权法”，即把各非十

进制数按位权展开，然后求和。

【例1-3】将（1101.101）2转换成十进制数。

解：（1101.101）2=1×23＋1×22＋0×21＋1×20＋1×2-1＋0×2-2＋1×2-3

=8＋4＋1＋0.5＋0.125

=（13.625）10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①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之间的转换方法。

a.把二进制数转换为八进制数时，按“三位并一位”的方法进行。

以小数点为界，将整数部分从右向左每3位一组，最

高位不足3位时添0补足3位；小数部分从左向右，每3位

一组，最低位不足3位时添0补足3位。然后，将各组的3

位二进制数按权展开后相加，得到一位八进制数。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例1-4】将（101110001.11001）2转换成八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101……………………………5

110……………………………6

001……………………………1

    . .……………………………. . 
110……………………………6

010……………………………2

计算结果为（101110001.11001）2=（561.62）8。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①二进制数与八进制数之间的转换方法。

b.将八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时，采用“一位拆三位”的方法进行，即把八进制数每位上的数用

相应的3位二进制数表示。

【例1-5】将（54.14）8转换

为二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5……………………………101

4……………………………100

 .……………………………. .
1……………………………001

4……………………………100

计算结果为（54.14）8=（101100.001100）2。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②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a.把二进制数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时，按“四位并一位”的方法进行。

以小数点为界，将整数部分从右向左每4位一

组，最高位不足4位时，添0补足4位；小数部分从

左向右，每4位一组，最低有效位不足4位时，添0

补足4位。然后，将各组的4位二进制数按权展开

后相加，得到一位十六进制数。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②二进制数与十六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例1-6】将（101100.0001101）2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0010……………………………2

1100……………………………C

 ..……………………………. .
0001……………………………1

1010……………………………A

计算结果为（101100.0001101）2=（2C.1A）16。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3）二、八、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b.将十六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时，采用“一位拆四位”的方法进行，即把十六进制数每位上的

数用相应的4位二进制数表示。

【例1-7】将（C1.B7）16转

换成二进制数。

解：计算过程如下。

C……………………………1100

1……………………………0001

 ..……………………………. .
B……………………………1011

7……………………………0111

计算结果为（C1.B7）16=（11000001.10110111）2。

活动2 数制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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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字

字节

计算机存储数据的最小单位，也称为比特(bit),即

“一个二进制位”的意思,只能表示0和1。

(byte,B)是表示信息含义的最小单位,也是计算机存储

容量的基本单位。

字的长度称为字长，(word)是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

时一次存取、加工和传送的一组二进制位。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位也称为比特(bit),即“一个二进制位”的

意思,只能表示0和1。位是计算机存储数据

的最小单位。

位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B=8 bit

1 KB=1024 B

1 MB=1024 KB

1 GB=1024 MB

以此类推，了解计算机存储容量的基本单位和换算关系。

字节单位换算

字节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字是二进制位组成的数据单位，字长衡量计算机性

能，通常与微处理器类型相关，如32位、64位。

01

计算机字长定义

字长影响计算机精度和处理能力，字长越长，数据

处理的精度和效率越高。

02

字长影响

字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与”、“或”、“非”为基本运算，用于处理二进制码

表示的逻辑值，运算顺序为“非”>“与”>“或”。

二进制逻辑运算基础

介绍二进制逻辑运算：“与”（0X0=0，1X1=1，逻辑

乘）、“或”（0+1=1，1X1=1，逻辑加）、“非”

（0=1，1=0，取反）规则。

二进制逻辑运算规则

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1+0X(0+1)=1+0X1

=1+0=1，优先进行

括号内的“或”运算，

再进行“与”、“或”

运算，结果为1。

逻辑运算实例解
析

机器数用原码、反码、

补码表示，正数三种

表示相同，负数反码

为原码逐位取反，补

码为反码加1，简化运

算和表示。

二进制数表示方
式

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

活动1 计算机中的数据单位



BCD码原理

二进制表示十进制的编码方式，如8421码，用4位二进制

对应一位十进制，4位二进制有16种状态，十进制只需10

种。

8421编码示例

6803的8421编码是0110 1000 0000 0011，每位对应十

进制的8、4、2、1，从左至右构成对应数字。

BCD码应用

标准BCD码和扩展EBCDIC码处理更多数字符号，适应复杂

信息处理需求，简化数字编码过程。

数字编码

活动2 数字、字符与汉字的编码



01

字符与二进制对应，7位二进制代表

128种字符，用于信息交换，内部表

示时最高位通常为0。

ASCII编码原理

02

计算机内部广泛使用，包括字母、

数字、符号，共128个元素，8位字

节中最高位为0以标识。

ASCII码应用

字符编码

活动2 数字、字符与汉字的编码



包括汉字设备、操作系统支持，以两个字节编码区分大量汉字。GB 

2312-1980标准收集7445个字符，常用汉字3755个+3008个，采用区

位码和国标码进行编码，区位码转换为国标码需加20H。

汉字编码原理

汉字编码

活动2 数字、字符与汉字的编码



活动2 数字、字符与汉字的编码

BCD码用4位二进制表示1位十进制，8421编码最常用，

6803的8421编码为0110 1000 0000 0011。

二进制编码原理
01

ASCII码是7位二进制编码，包含128个字符，用于英文

及符号，最高位为0。

ASCII字符编码
02

GB2312是简体中文字符集，用双字节编码6763个汉字；

BIG5用于繁体中文；Unicode是16位编码，涵盖全球

字符。

汉字编码标准
03



前沿阅读

商业计算新模式，强调计

算力、存储的动态获取与

分布处理，通过互联网提

供虚拟化资源服务。

涵盖海量数据处理、云计

算基础、数据挖掘技术，

以及大数据与云计算的紧

密关系。

从大量复杂数据中提取隐

藏模式，借助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技术辅助决策，

支持企业策略调整。

大数据概览 云计算解析

涉及云存储、云数据库、

在线教育、云安全等多个

领域，融合新兴技术提升

处理效率与安全性。

数据挖掘与分
析

大数据技术应
用



前沿阅读

区块链构建去中心化数据库，确保信息透明与

安全；量子计算利用量子态处理信息，潜力巨

大。

区块链与量子计算

万物互联网络扩展了数据来源，实现全面互通；

大模型拥有大量参数，处理复杂任务，如NLP

的BERT与ChatGPT。

物联网与大模型

在数据源头进行计算，提供高效近端服务；VR

创造虚拟环境，AR则将虚拟与现实融合，增强

用户体验。

边缘计算与虚拟现实

AI技术持续突破，如视频生成模型Sora，但需

关注其风险，如不当回答、伦理问题，推动人

机协同健康发展。

AI技术发展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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