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试题》答案 

本文将为大家提供一份《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试题》的答案。希望通过

这份答案，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相关知识。 

一、选择题 

1、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中，以下哪个部件是负责存储数据的？ 

A.主板 

B. CPU 

C.内存条 

D.硬盘 

答案：D 

解释：硬盘是计算机中用于存储数据的部件，可以存储大量的数据。

主板、CPU和内存条都与计算机的运算和控制有关，但它们不是用于

存储数据的。 

2、在计算机组装时，以下哪个步骤是正确的？ 

A.先安装电源，再安装 CPU 



B.先安装电源，再安装硬盘 

C.先安装 CPU，再安装内存条 

D.先安装主板，再安装 CPU答案：C 

解释：在计算机组装时，应该先安装电源，然后安装 CPU和内存条。

接着安装硬盘和其他扩展卡，最后安装主板。因此，选项 C是正确的。 

3、当计算机出现故障时，以下哪个方法最有可能找到问题所在？ 

A.逐一排查硬件 

B.重装操作系统 

C.使用杀毒软件 

D.更新驱动程序答案：A 

解释：当计算机出现故障时，逐一排查硬件是最有可能找到问题所在

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检查硬件的连接、电源、接口等方面是否存在

问题。而重装操作系统、使用杀毒软件和更新驱动程序等方法可能无

法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 

4、在计算机维修中，以下哪个部件最容易出现故障？ 



A.硬盘 

B.内存条 

C.电源 

D. CPU答案：A 

解释：在计算机维修中，硬盘最容易出现故障。硬盘中的磁头和盘片

容易损坏，导致数据丢失或无法读取。硬盘的接口和电源线也容易出

现问题。内存条、电源和 CPU虽然也容易出现故障，但相对而言不如

硬盘容易损坏。 

5、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中，以下哪个步骤是错误的？ 

A.先安装主板，再安装 CPU答案：A解释：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中，

应该先安装CPU再安装主板。这样可以确保 CPU能够正确地安装到主

板上，并避免因为主板和 CPU的尺寸不匹配而导致的问题。因此，选

项 A是错误的。二、填空题（每空 2分，共 40 分）1.计算机主要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部件组成。（要求填写

四个部件）答案：计算机主要由主机箱、电源、主板、CPU等部件组

成。2.计算机的开关键通常位于________上。（要求填写一个部件）

答案：计算机的开关键通常位于主机箱上。3.在计算机组装时，应该



先安装________，再安装________和________。（要求填写三个部件）

答案：在计算机组装时，应该先安装主机箱，再安装电源、主板和

CPU。4.在计算机维修中，如果需要更换硬件，应该先关闭________，

并确保________已经关闭。（要求填写两个部件）答案：在计算机维

修中，如果需要更换硬件，应该先关闭主机箱，并确保电源已经关闭。

这样可以避免因意外触电而导致的事故。 

以下哪个部件与计算机主板上的 CPU插座相连接？ 

答案：C.游戏手柄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组装维修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包括计算机各部件的名称、功能、选购、安装、调试、维护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独立完成计算机的组装与维护工作，并

且能解决常见的故障问题。 

（1）计算机各部件的名称及功能：包括 CPU、主板、内存、硬盘、

显卡等。 

（2）计算机硬件的选购：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 

（3）计算机硬件的安装：包括机箱内部硬件的安装及外部连接线的

处理。 



（4）BIOS设置及操作系统安装：讲解 BIOS的基本设置及操作系统

的安装流程。 

（5）计算机常见故障及排除：介绍常见故障现象及解决方法。 

难点：硬件选购的原则及 BIOS的高级设置。 

理论教学：通过 PPT、视频等形式向学生展示计算机组装维修的基本

知识。 

实践教学：学生动手操作，完成计算机的组装及维护工作，教师进行

指导。 

案例分析：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让学生了解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及解

决方法。 

网络辅助教学：提供在线答疑、论坛讨论等形式的补充教学。 

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讨论、作业等，占总评成绩的 30%。 

期末考试：实践操作考试，占总评成绩的 40%。 

标准：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总评成绩。总评成绩

达到 60 分为合格，80 分以上为优秀。 



案例一：小明想购买一台新的计算机，请你为他提供选购建议并指导

他完成硬件的安装。 

案例二：小红的计算机无法启动，怀疑是内存条问题，请你帮助她进

行故障排查并解决问题。 

案例三：小华在安装操作系统时遇到困难，请你为他提供详细的操作

步骤及注意事项。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然而，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硬件故障、软件故障等。因此，掌握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技巧显得

尤为重要。本文将探讨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帮助大

家更好地应对使用计算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计算机组装是计算机维护的基础。在组装计算机时，我们需要了解一

些基本知识，如各个部件的名称、功能及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安

装这些部件。下面简要介绍计算机组装的几个关键步骤： 

准备工具和材料：组装计算机前，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的工具和材料，

如螺丝刀、散热膏、电源线等。 

选择合适的硬件：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如处理器、内存、硬盘、



显卡等。 

安装主板：将主板固定在机箱中，并连接电源、硬盘、显卡等。 

安装处理器：将处理器放置在主板的 CPU插座上，并固定好。 

安装显卡：将显卡插入主板的 PCI-E 插槽中，并用螺丝固定。 

连接电源：将电源线连接到主板和其他部件上，并固定好电源。 

测试与调试：完成组装后进行测试与调试，确保计算机正常运行。 

计算机维修包括硬件维修和软件维修两个方面。下面分别介绍一些常

用的维修方法： 

硬件维修：针对硬件故障进行维修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替换法、清

洁法和插拔法等。观察法是指观察故障现象，判断可能的原因；替换

法是指用好的部件替换可能损坏的部件；清洁法是指用清洁剂清洁金

手指等接触部分；插拔法是指将可能损坏的部件拆下后重新安装。 

软件维修：针对软件故障进行维修的方法主要有系统恢复法、数据备

份法、病毒查杀法和格式化法等。系统恢复法是指利用系统自带的恢

复功能恢复系统；数据备份法是指将重要数据备份到其他存储设备上；

病毒查杀法是指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格式化法是指将硬盘格式化



以清除可能的病毒。 

预防计算机故障的关键在于良好的使用习惯和定期维护。以下是一些

预防计算机故障的建议： 

保持良好的使用环境：避免在高温、潮湿或灰尘较多的环境中使用计

算机。 

定期清理和维护：定期清理计算机内部的灰尘和污垢，保持散热风扇

的正常运转。 

正确使用电源：使用质量好的电源，避免电压波动过大或断电对计算

机造成损害。 

备份重要数据：定期备份重要数据，避免因硬件故障或病毒感染导致

数据丢失。 

定期升级和更新：及时升级和更新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安全软件等，

以提高计算机的安全性和性能。 

掌握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我们使用计算机的过

程中解决遇到的问题非常重要。通过了解计算机组装的步骤和维修方

法，以及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和管理自己的计算机，



确保其正常运行并提高工作效率。 

知识目标：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基本概念和技能，了解

计算机主要部件的名称、作用、性能及选型。 

能力目标：学生能够独立完成计算机的组装与简单的维修工作，提高

动手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的热爱及对计算机基础知

识的探求精神，增强实践意识，培养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重点：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计算机组装流程。 

难点：计算机硬件故障诊断与排除、计算机维修技能实践。 

投影仪：播放相关教学视频，使学生直观了解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过

程。 

教学软件：模拟装机软件，用于学生模拟装机实践。 

实物展示：展示计算机主要部件，让学生实际观察，加深理解。 

讲授法：教师对理论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解，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组装与

维修的基本概念和技能。 



理解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过程。 

讨论法：教师给出实际案例，学生分组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培养其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练习法：提供硬件设备及工具，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练习，

巩固所学知识并提高动手能力。 

导入：提问导入，教师提出关于计算机硬件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并

激发学习兴趣。 

讲授新课：讲解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计算机组装流程的理论知识。 

巩固练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计算机组装及维修实践操作，并对

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解答。 

归纳小结：回顾本节课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总结要点并进行评估。 

在当今信息时代，计算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掌握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已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技能之一。

本篇文章将向大家介绍计算机组装与维修的课件，帮助大家更好地学

习这一重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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