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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一  数据与计算

第一章 数据与信息

1.1 数据及其特征

信息技术涵盖了获取、表示、传输、存储和加工信息在内的各种技术。

数据：数据是现实世界客观事物的符号记录，是信息的载体，是计算机加工的对象。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符号表达客观事物。

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具有如下特征：二进制、语义性、分散性、多样性与感知性。

1.2 数据编码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是指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所表达的信息，是传到能量

的一种形式，在时间和大小上是连续的；数字信号是离散时间信号的数字化表示，在

时间和大小上是离散的。

数字信号的大小常用有限位的二进制数来。

编码的基本方式：数据基本上是通过编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存储和传输，

文字、图像、声音等类型的数据都可以经过编码进行存储和传输。

文字编码：单字节编码（ASCII 码和莫尔斯码）和双字节编码（国标码和统一码）

ASCII 码使用指定的 7 位或 8 位二进制数组合来表示 128 或 256 种可能的字符。

英文字母 A 的 ASII 码为 01000001，转化为十进制（序号）后是多少？26+20

7 位二进制表示（0000000-1111111）128 种编码。

图像编码：位图又叫点阵图，采用位映射存储格式，每一个像素映射一个数据，存放

在以字节位单位的矩阵中。

在计算机二进制系统中，每个 0 和 1 就是一个位（bit），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8

个二进制位称为一个字节（Byte）。

黑白图像，每个像素有 2 种可选颜色（黑、白），称为 1 位图像。16 色图像有 16 种

可选颜色，称为 4 位图像（24=16）；256 色图像称位 8 位图像（28=256）

有一幅 24 位的位图图像，像素为 1024*800，试确定其数据文件的大小。

1024*800*24，单位是位；1024*800*3，注意单位是字节。

声音编码：模拟声音信号（模数转换 A/D）采样\量化\编码成数字信号。

计算机存储容量（文件大小）单位。bit---B---KB---MB---GB---TB

1B （ 字 节 ） =8 位

  1KB=1024B   1MB=1024KB    1GB=1024MB   1TB=1024GB

位图图像存储空间的计算公式是：

水平像素×垂直像素×每个像素色彩所需位数／8（单位：字节 B）

下面表格以分辨率 800×600 的位图图像为例，计算机各种类别位图图像的存储空

间。

位图图像类别 总像素 一个像素所占的位数 总的位数(bit 位) 容量(B)

黑白 800×600 1 位(2^1=2) 800×600×1 800×600×1/8

256 级灰度 800×600 8 位(2^8=256) 800×600×8 800×600×8/8

16 色彩色 800×600 4 位(2^4=16) 800×600×4 800×600×4/8

256 色彩色 800×600 8 位(2^8=256) 800×600×8 800×600×8/8

24 位真彩色 800×600 24 位 800×600×24 800×6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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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声音的数字化：

1、自然界的物理量可以分为模拟量和数字量，模拟量的特征是连续变化，数字量

的特征是非连续变化。可以通过模数转换器把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常见的声音

格式有：MP3、WAV、MID、WMA 等。

通过采样和量化可以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采样：就是每隔一时间段，从连续的波形上取一点。

量化：对采样过来的点，进行数字化。

2、声音的质量取决于采样频率和量化位数。采样频率越高，量化的分辨率越高，

所得声音的保真程度也越好，但数据量会越大。

*3、声音存储量的计算：

声音存储量=采样频率*量化位数*声道数*时间/8（字节 B）

注意：  单声道*1   双声道（立体声）*2    四声道*4

4、声音素材编辑的常用软件 Cool Edit、Wave Edit、GoldWave 等

5、一段未经压缩的视频文件存储量的计算：

视频文件存储量=一帧图像文件存储量×帧频×时间（帧频×时间=帧数）

1.4 信息及其特征

信息是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变化的反映，是客观事物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

作用的象征。

信息的基本特征：普遍性、传递性、共享性、依附性、真伪性、价值相对性。

第二章 知识与数字化学习

知识：知识是人们运用大脑对获取或积累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提炼、研究和分析的结

果，能够精确的反应事物的本质。

数据是现实世界客观事物的符号记录；信息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具有意义的数据；知

识是人们运用大脑对获取或积累的信息进行系统化的提炼、研究和分析的结果，能够

精确的反应事物的本质；智慧是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能

力。

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是逐渐递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

的抽象和升华。

数字化工具可大致分为：数据采集工具、信息获取工具、信息检索工具、数字化可视

化表达工具、信息通信交流与传输工具、信息存储工具、信息加工工具、三维设计工

具。

数字化工具与资源的优势：获取的便捷性、形式的多样性、资源的共享性、平台的互

助内容的扩展性。

数字化学习的特点：问题化、合作性、个性化、创造性和再生性、开放性。

第三章 算法基础

3.1 体验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分析问题、设计算法、编写程序、调试运行。

3.2 算法及其描述：算法是指在有限步骤内求解某一问题所使用的一组定义明确的规

则，通俗的说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算法的特征：有穷性、确定性、数据输入（一个算法必须有零个或多个输入）、数据

输出（一个算法有一个或多个输出）、可行性；

算法描述的方法：自然语言描述法、流程图描述法、伪代码描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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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与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

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的命令。简而言之，计算机程序就是指计算机可

以识别运行的指令集合。

常用的计算机主要包括：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基本部

件。计算机内部采用二进制形式表示和存储指令或数据，把解决问题的程序和需要加

工处理的原始数据是先转换成二进制数，并存入存储器中。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经历了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到高级语言的发展历程。

机器语言：由 0 和 1 组成的二进制代码，由计算机直接识别，是第一代编程语言，也

是编程的低级语言。

汇编语言：不能被计算机直接识别，介于机器语言和高级语言之间。

高级语言：不能被计算机直接识别和执行，必须经过编译程序或解释程序将其翻译成

机器语言。例如：VB、Python、C、C++等。

第四章 程序设计基础

4.1 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知识

4.1.1Python 的常量和变量：常量是指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始终不发生变化的量，

通常指固定的数值或字符串。例如：45，-30.2001，”Hello”等。

变量是指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其值可以发生变化的量。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变量可以用

指定的名字来代表，即变量由变量的“标识符”和变量的“内容”（称“值”）两部

分组成。

标识符有字幕、数字、下划线组成，并且其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或下划线，而不能

是数字，如 s1，k，num 等。在标识符中，区分大小写。

4.1.2 Python 数据类型：数值、字符串、列表、元组、集合、字典等

【数值】整型（int）、浮点型（float）、复数（complex）

【字符串】以单引号或双引号括起来的任意文本。

【列表】写在“[  ]”之间、用逗号隔开的元素列表，列表的数据项不需要具有相

同的类型，与字符串的索引一样，列表索引从 0 开始。

【元组】元组与列表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元组列表不能修改。元组使用小括号，元素

之间用逗号隔开。

【集合】是一个无序不重复序列。基本功能是进行成员关系测试和删除重复元素。使

用大括号或者 set（）函数创建集合。

【字典】字典是无序的对象集合。

4.1.3 python 的运算符与表达式

1、算术运算符与算术表达式（**，//）

2、逻辑运算符与逻辑表达式（and、or、not）

3、关系运算符与关系表达式（>   <   <>(不等于)  ==  ……）

4、赋值运算符与赋值表达式（=、+=、-=、*=、/=）

5、成员运算符（in、not  in）

6、运算符的优先级（**>* / % // >+ - > ’>’ > ‘==……’or’）

4.1.4 python 的函数

abx(x)、len(x)、min(x)、max(x)、int(x)、floa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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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运用顺序结构描述问题求解过程

4.2.1 数据的输入与输出

【输入】input()函数  【输出】print()函数

4.2.2 顺序结构的应用：

n=int(input(‘输入购买笔记本 1 和笔记本 2 的本书均为：’))

a=3*n

b=5*n

y=(a+b)*(1-0.8)

print(‘购买笔记本 1 和购买笔记本 2 的本书均为：’,’n’,’本’)

print(‘可节省的费用为：’,”%.2f”%y,’元’)

4.3 运用选择结构描述问题求解过程

Python 中的选择结构使用 if 和 else 关键字来构造，语法如下：

if 条件：

     条件为真时要执行的语句块

else：

     条件为假时要执行的语句块

选择结构根据条件的判断结果来决定执行哪个语句块。在任何一次运行中，两个分支

的语句块只执行其中的一个。不可能两个语句块同时执行。选择结构执行完毕，继续

执行其后的语句。

4.4 运用循环结构描述问题求解过程

当条件成立就会执行循环，



5

  

第五章 数据处理和可视化表达

5.1 认识大数据：

大数据的特征:

1、从互联网产生大数据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4V”特征：大量、多样、低价值

密度、高速。

2、从互联网思维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三个特征：样本渐趋于总体、精确让位于

模糊、相关性重于因果。

3、从大数据存储与计算的角度来看，大数据具有两个特征：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并

行计算。

5.2 数据的采集：数据采集的方法：系统日志采集法、网络数据采集法、其它采集法。

5.3 数据的分析与可视化表达：数据分析一般包括特征探索、关联分析、聚类与分类、

建立模型、模型评价等。

特征探索主要任务是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发现和处理缺失值、异常数据，绘制直方图，

观察分析数据的分布特征。

关联分析就是分析并发现存在于大量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或相关性，从而描述一个事物

中某些属性同时出现的规律和模式。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

数据分类是数据分析处理中最基本的方法。

 第六章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6.1 认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研究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感知能力、思维过程和智能

行为的学科。

典型的智能问答系统主要包括常见问题解答、问题理解、信息检索、文档库、答案抽

取五大模块。

6.2 人工智能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诞生和发展：图灵-人工智能之父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经历三个阶段。

必修二 信息技术与社会

第一章 走进信息社会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早期计算机 ENIAC在美国问世。

2006年，联合国将每年 5月 17日确定为“世界信息日”。

信息社会本质上以“信息活动为基础”。

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核心技术。

第二章 信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信息系统是一个由人、硬件、软件、网络和数据资源等构成的人机交互系统。

信息系统的功能：输入、处理、存储、控制、传输与输出。

计算机系统本身就是基本、重要的信息系统，也是其它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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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发展以硬件屋里器件的变革为主要特征，先后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一个完备的计算机系统应该包括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计算机工作的基本原理：存储程序控制

信息论创始人香农。

第三章 信息系统的网络组建

1、信息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式的演变由三个阶段。人和计算机对话、计算机与计算机

对话、将联网的终端将计算机扩展到物。

2、物联网：三个技术特征：全面感知（无线射频识别、传感器、定位器、二维码）、可靠

传递、智能处理。

3、物联网的机构：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

4、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

5、计算机网络的功能：数据传输、资源共享、分布式处理。传输介质：有线和无线

单位换算：1字节=8位

实现不同网络之间互联的设备是路由器。

第四章 信息系统的软件与应用

1、信息系统的工作过程：C/S（客户机/服务器）、B/S（浏览器/服务器）

2、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系统规划、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运行与维护

3、信息系统的软件分为：基础软件（操作系统(unix、linux、windows、ios、android

等)、数据库系统）和应用软件。

第五章 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

知识产权

开发者设计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在开发完成之日起就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软件

的使用者，应树立法制观念，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自觉使用正版软件，抵制盗

版及未授权的软件。

信息的安全和保护

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危害信息安全的最大隐患，必须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1 计算机病毒是人为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它能够通过修改程序，尽可能地把自身

复制进去，进而传染给其它程序，破坏他人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病毒具有寄生性、传染性、潜伏性、破坏性、爆发性等特点。

2 计算机病毒的防治

病毒的防治从预防、检查和杀毒三方面着手。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安装杀毒软件并

经常升级，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检查或杀毒，同时做好数据的备份工作。

 

补充知识

1. 二进制与十进制、十六进制的相互转换（正整数位）(注：在考试中可使

用计算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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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计算机中的信息都是以二进制的信息存储的。

b．二进制代码的特征：二进制数只由“0”与“1”两个数字组成，运算规则

为“逢二进一”。

c.数字后面加 B 表示二进制，D 表示十进制，H 表示十六进制

d．N 个二进制位能最多表示 2n个不同的数，能表示的最大十进制数是 2n-1

①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按权展开相加法

如（1101）2＝1×23＋1×22＋0×21＋1×20＝8＋4＋0＋1＝13

②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除二倒取余法

如 173D＝（  10101101  ）B

方法如下：最后的余数从下往上取。

 

③二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从二进制的低位开始，每四位二进制数转换成一位十

六进制数。反之，每一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四位二进制数。

2. ASCII 码和汉字编码

计算机内的英文字符以二进制编码的形式来表示，其中使用最广的是 ASCII 码（即美国

国家信息交换标准码）。标准的 ASCII码用一个字节中的 7个位来表示，可以表示 128

种编码，其中数字、字母是按顺序依次排列的。(ASCII 码表可参看书 P6)。汉字编码：

汉字在计算机内也是以代码形式表示的，这些代码称为汉字编码。汉字的编码有输入码

（智能、五笔等）、交换码、处理码、字型码。其中交换码又称为区位码。常见汉字编

码有：GB2312（使用 2个字节编码，包括一级汉字常用字和二级汉字非常用字）一个

ASCII 码只占 1 个字节；一个 汉字编码占 2 个字节

3.数据压缩

常见的多媒体数据压缩标准有：静态图像压缩标准是 JPEG；动态图像（视频）压缩标准是

MPEG[其中 VCD 主要采用 MPEG-1 标准，数字电视、DVD 主要采用 MPEG-2 标准]；可视电话和

电视会议的标准是 P*64；音乐压缩标准是 MP3。信息表达压缩的规范化是为了信息更好的

交流。①为什么要压缩（目的）：为了使存储容量更小②为什么能压缩（原因）：数据本

身存在着冗余（重复的数据），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媒体本身允许有少量失真。  

多媒体数据中存在多种数据冗余：空间冗余、视觉冗余、结构冗余、时间冗余。

③压缩方法分类：   无损压缩：借助压缩软件完成。（WinRAR、Winzip）使用者必须安

装相应的压缩软件，俗称压缩包。有损压缩：保存成不同的扩展名文件实现数据压缩 如：

bmp变成 jpg，wav变成 mp3，avi变成 mpg等

4.文字识别与文字处理

汉字识别技术可分为印刷识别和手写体识别。

（1）0CR 软件:（功能：识别图片中的文字）

要对各种出版物中的文字进行编辑，可将其以图片格式保存在计算机中，利

用 OCR 软件进行文字识别，转变为文本格式。有以下操作过程：

①扫描件的获取：用扫描仪扫描稿件，获取图像；

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可选），以提高识别的正确率。如去噪音、倾斜校正。

②识别与转换：

用 OCR 软件识别打开图像文件；（图像文件扩展名一般为 bmp、jpg、tif 等，

不支持 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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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识别区域、单击识别按钮；

③文字校对与保存：保存为文本文档。（扩展名为 doc 、 txt 等）

（2）Word 软件的自动更正、拼写和语法检查、批注、修订功能

①自动更正：可以修正一般的打字错误。如输入的句首字母小

写自动更改为大写,输入 teh 自动会更改为 the。

②拼写和语法: 用红色波浪线，指明单词可能的有错误。

③批注：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看法。操作方法：“插入”菜单——批注。

④修订：显示添加或删除的内容。可以对修改之处进行审阅，允许修改或拒

绝修改。

添加的内容一般以红色且加下划线的形式显示出来，删除的内容一般以批注的形式显示

在右边的方框内，且前面注释是“删除的内容：…”

（3）图表 excel

常见的函数计算公式：

求和   =sum(选定的区域)     平均值    =average(选定的区域)

     最大值  =max(选定的区域)     最小值    =min (选定的区域)

  假如选定的区域不连续，那么中间以逗号隔开，比如 A3:A5，E3:E5  放在求

和里就是=sum(A3:A5,E3:E5)

注意：1、格式中“=”不可缺；

2、常用函数：SUM、AVERAGE、MAX、MIN，拼写不可错；

5.电子邮件（E－mail）

（1）E－mail 的地址格式：

myname@sina 

（2）电子邮箱申请及原理

电子邮箱申请一般要经过申请页面、注册邮箱、接受服务协议、输入邮箱信息、

提交信息、申请成功等几个步骤。

电子邮件的发送是借助于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实现把邮件从发件人那里

送到收件人的邮箱中;

借助电子邮局接受协议（POP3），可以将电子信箱中的电子邮件读到本地计算机

上。

6.网页、网站的基本概念

网页是用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编写的，网页

之间遵循超文本传输协议（ ）进行相互链接访问。

网站和网页的地址用 URL（统一资源定位器）标识。

 ：//.sina 

网页的基本元素：文字、图形图像和超链接。

7.图形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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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片包括图形和图像。图形是真实物体的模型化、抽象化和线条化的表现方

式。而图像则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物体的原形。

（2）位图与矢量图

（3）图像文件常见扩展名：BMP、TIF、GIF 和 JPG。JPG 格式使用有损压缩，GIF

格式使用无损压缩，BMP 格式不压缩。GIF 和 JPG 格式的文件由于使用了图像数据

压缩技术，容量较少，所以是网页上常用的两种图像格式。

（4）黑白位图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每个像素只需要一个位就可以表示；

RGB 三原色，每一个像素的颜色值由 24 个数据位表示（即 24bit 或 3 个字节）

RGB（0，0，0）表示黑色；RGB（255，255，255）表示白色；RGB（255，0，

0）表示红色，RGB（0，255，255）表示由绿色和蓝色混合而成的青色。

*（5）位图图像存储空间的计算公式是：水平像素*垂直像素*每个像素色彩所需

位数/8（字节）比如一幅 800*600 的黑白图像，计算式子为 800*600*1/8（字

节）。

8.视频

（1）视频是由连续的画面组成动态图像的一种表示方式。当图像以每秒 24 帧以

上的速度播放时，由于人眼视觉的暂留，看到的就是连续变化的动作效果。

（2）视频是由帧组成的。我国使用 PAL 制，每秒显示 25 帧；欧美国家使用 NTSC

制，每秒显示 30 帧。

（3）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视频数据格式主要有：AVI、MPEG、MOV、DAT 和 Real 等

格式。常见的视频素材处理软件有豪杰超级解霸、会声会影和 Premiere 等。

（4）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是一种高标准的数字电视，其突出优点：图像质量高，节

目容量大(节目容量可超过 500 套)，伴音质量好。

9.网络知识点

考点 1：计算机网络的功能与组成

(一)计算机网络的功能

数据通信、资源共享与分布处理。

(二)计算机网络的组成

计算机网络=资源子网+通信子网

考点 2：计算机网络传输介质与连接设备

(一)传输介质

无线介质：无线电波、红外线、微波、激光等。

有线介质：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等。

(二)连接设备

考点 3：网络应用软件结构 B/S、C/S

B/S结构：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使用该结构，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操作。

C/S结构：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结构，使用该结构，需要安装客户端软

件。

考点 4：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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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5：TCP/IP参考模型和 OSI模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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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6：TCP/IP协议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65123311114011300

https://d.book118.com/36512331111401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