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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电脑与资讯工艺课程纲要 

 

一、教学目标 

1. 导引学生认识电脑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2. 导引学生获得电脑科技的基本知识。 

3. 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电脑的基本技能。 

4. 培养学生对电脑科技的正确态度与学习兴趣。 

 

二、时间分配 

各年级每周上课一节，每节四十分钟。 

 

三、教学内容 

第一章  认识电脑 

1.1 资讯革命时代的来临 

1.2 何谓电脑？ 

    1.2.1 数据与资讯 

    1.2.2 资讯处理周期 

1.3 电脑硬体的组成元件 

1.4 电脑软体 

    1.4.1 系统软体 

    1.4.2 应用软体 

    1.4.3 软体开发 

1.5 电脑网络与互联网 

1.6 电脑的种类 

    1.6.1 微型电脑 

    1.6.2 电脑工作站 

    1.6.3 中型电脑 

    1.6.4 大型电脑 

    1.6.5 超级电脑 

    1.6.6 嵌入式电脑 

1.7 电脑资讯系统的组成元素 

1.8 电脑应用的例子 

 

第二章  互联网 

2.1 互联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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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连接互联网 

    2.2.1 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2.2.2 连上互联网的方式 

    2.2.3 网址的概念 

2.3 万维网 

2.4 互联网上的应用 

    2.4.1 电子邮件 

    2.4.2 新闻群组 

    2.4.3 网上聊天室 

    2.4.4 即时通讯 

    2.4.5 视讯会议 

    2.4.6 档案传输服务 

    2.4.7 部落格 

    2.4.8 网络电话 

 

第三章  系统单元 

3.1 系统单元的基本概念 

3.2 电脑数据表示法 

    3.2.1 电脑的数字系统 

    3.2.2 电脑的数据单位 

    3.2.3 电脑的编码系统 

3.3 电脑主机板 

    3.3.1 主机板的构造与组成 

    3.3.2 处理器插槽 

    3.3.3 记忆体插槽 

    3.3.4 扩充插槽 

    3.3.5 PATA/SATA插槽 

    3.3.6 输入/输出连接埠 

    3.3.7 南桥及北桥晶片组 

    3.3.8 电源插座 

    3.3.9 风扇电源插座 

    3.3.10 前方面板插座 

    3.3.11 BIOS、CMOS与电池 

3.4 中央处理器 

    3.4.1 中央处理器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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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中央处理器的组成 

    3.4.3 中央处理器指令集 

    3.4.4 中央处理器定址模式 

3.5 主记忆体 

    3.5.1 主记忆体的基本认识 

    3.5.2 随机存取记忆体的特性 

    3.5.3 随机存取记忆体的规格 

    3.5.4 快取记忆体 

    3.5.5 唯读记忆体 

 

第四章  输入装置 

4.1 输入装置简介 

4.2 键盘 

    4.2.1 人体工学键盘与特殊键盘 

    4.2.2 键盘与系统单元的连接 

    4.2.3 键盘的工作原理 

4.3 指标器 

    4.3.1 滑鼠 

    4.3.2 轨迹球 

    4.3.3 触控板 

    4.3.4 指标杆 

4.4 扫描输入 

    4.4.1 扫描器 

    4.4.2 条码扫描器 

    4.4.3 光学划记符号识别系统 

4.5 影音输入 

    4.5.1 麦克风 

    4.5.2 数位相机 

    4.5.3 数位摄录机 

    4.5.4 网络摄像机 

4.6 手写输入 

4.7 游戏输入装置 

4.8 其它输入装置 

    4.8.1 无线射频识别 

    4.8.2 生物特征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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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输出装置 

5.1 输出装置简介 

5.2 显示器 

    5.2.1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5.2.2 平板显示器 

    5.2.3 阴极射线管与液晶显示器间的比较 

5.3 印表机 

 5.3.1 喷墨式印表机 

 5.3.2 镭射印表机 

 5.3.3 照片印表机 

 5.3.4 点矩阵式印表机 

 5.3.5 绘图机及大幅面印表机 

 5.3.6 多功能事务机 

5.4 投影机 

5.5 扬声器 

 

第六章  储存单元 

6.1 储存装置简介 

6.2 存取数据的方式 

    6.2.1 循序存取 

    6.2.2 随机存取 

6.3 磁性储存装置 

    6.3.1 软碟机 

    6.3.2 硬碟机 

    6.3.3 磁带机 

6.4 光学储存装置 

    6.4.1 光碟机 

    6.4.2 光碟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6.4.3 光碟的种类 

6.5 其他储存装置 

    6.5.1 MO 磁碟机 

    6.5.2 行动碟 

    6.5.3 记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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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智慧卡 

 

第七章  应用软体 

7.1 应用软体的分类 

    7.1.1 功能性 

    7.1.2 授权模式 

7.2 常见的应用软体 

    7.2.1 办公室软体 

    7.2.2 多媒体制作软体 

    7.2.3 多媒体视听软体 

    7.2.4 网络应用与通讯软体 

    7.2.5 电脑游戏软体 

    7.2.6 教学应用软体 

    7.2.7 网络上的应用软体 

    7.2.8 流动装置的应用软体 

7.3 获取电脑软体资讯的管道 

    7.3.1 电脑杂志，报纸上的广告 

    7.3.2 电脑资讯展览会或产品发表会 

    7.3.3 互联网 

7.4 选择软体的考量因素 

    7.4.1 软体的功能 

    7.4.2 电脑配备与规格 

    7.4.3 软体产品版本 

    7.4.4 软体的版权与合法性 

 

第八章  系统软体 

8.1 系统软体的概述 

8.2 作业系统 

 8.2.1 作业系统的管理功能 

 8.2.2 常见的作业系统 

 8.2.3 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8.3 系统程式 

    8.3.1 语言编译程式 

    8.3.2 载入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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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 连接程式 

    8.3.4 驱动程式 

8.4 工具程式  

 

第九章  电子商务 

9.1 电子商务的定义 

    9.1.1 电子商务的特点 

    9.1.2 电子商务的基础架构 

9.2 电子商务的模式 

    9.2.1 B2B 

    9.2.2 B2C 

    9.2.3 C2C 

    9.2.4 C2B 

    9.2.5 B2G 

    9.2.6 C2G 

9.3 电子交易与安全 

    9.3.1 电子商务安全交易机制 

    9.3.2 电子交易的付款方式 

    9.3.3 浏览器的安全设定 

9.4 行动电子商务 

 

第十章  网络与通讯 

10.1网络通讯的功能 

10.2 数据的类别 

10.3 数据传输方式 

    10.3.1 讯号的种类 

    10.3.2 数据传输方向 

    10.3.3 传输技术 

    10.3.4 传输频宽 

10.4 数据交换技术 

    10.4.1 电路交换 

    10.4.2 分封交换 

10.5 网络通讯媒介与传输装置 

    10.5.1 有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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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 无线传输 

    10.5.3 网络连接装置 

10.6 网络架构 

    10.6.1 网络拓扑 

    10.6.2 网络中的数据封包传输机制 

    10.6.3 网络中的电脑功能与分类 

10.7 网络传输原理 

    10.7.1 网络传输标准 

10.8 互联网通讯协定 

    10.8.1 IP 位址 

    10.8.2 TCP 与 UDP 

10.9 无线网络 

    10.9.1 红外线 

    10.9.2 微波 

    10.9.3 蓝芽 

    10.9.4 WIFI 

    10.9.5 通讯卫星 

 

第十一章  电脑与网络安全 

11.1 资讯系统安全的概念 

11.2 资讯系统的风险 

    11.2.1 恶性软体 

    11.2.2 电脑犯罪 

    11.2.3 软硬体故障 

    11.2.4 人为缺失 

    11.2.5 外力伤害 

11.3 资讯系统备份与复原 

    11.3.1 数据备份 

    11.3.2 异地备援 

    11.3.3 系统复原措施 

11.4 资讯系统安全管理 

    11.4.1 防火墙 

    11.4.2 防毒软体 

    11.4.3 数居加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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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 使用者权限设置 

    11.4.5 正确使用软体的习惯 

    11.4.6 电脑犯罪管理机制与合作 

 

第十二章  资讯系统 

12.1 认识资讯 

    12.1.1 数据、资讯与知识 

    12.1.2 有用的资讯 

12.2 认识资讯系统 

    12.2.1 何谓“系统” 

    12.2.2 资讯系统 

    12.2.3 电脑化的资讯系统 

12.3 资讯系统的种类 

    12.3.1 办公室自动化系统 

    12.3.2 交易处理系统 

    12.3.3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12.3.4 管理资讯系统 

    12.3.5 决策支援系统 

    12.3.6 专家系统 

12.4 系统开发 

    12.4.1 定义问题与目标 

    12.4.2 鉴定资讯需求 

    12.4.3 分析系统需求 

    12.4.4 系统设计 

    12.4.5 系统与文件编写 

    12.4.6 系统测试与维护 

    12.4.7 系统实施与评估 

12.5 数据库 

    12.5.1 资讯系统与数据库 

    12.5.2 数据库管理系统 

    12.5.3 使用数据库的优点 

 

第十三章  程式语言与程式设计 

13.1 电脑程式语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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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程式语言的种类 

    13.2.1 低阶程式语言 

    13.2.2 程序导向语言 

    13.2.3 物件导向语言 

    13.2.4 与网页设计的相关程式语言 

    13.2.5 其他程式语言 

13.3 程式语言的翻译 

    13.3.1 程式的组译 

    13.3.2 程式的编译 

    13.3.3 程式的直译 

13.4 电脑程式设计的概念 

    13.4.1 演算法 

    13.4.2 流程图 

    13.4.3 虚拟码 

13.5 程式语言的组成 

    13.5.1 数据型态 

    13.5.2 变数 

    13.5.3 常数 

13.6 结构化程式设计的观念 

    13.6.1 循序结构 

    13.6.2 条件判断结构 

    13.6.3 重复结构 

 

第十四章  电脑职涯 

14.1 认识电脑相关行业 

    14.1.1 非电脑相关领域 

    14.1.2 电脑硬体领域 

    14.1.3 电脑软体领域 

    14.1.4 电脑服务与维修领域 

    14.1.5 电脑销售领域 

    14.1.6 电脑教育与培训领域 

    14.1.7 资讯科技顾问领域 

14.2 进入电脑相关行业之前的准备 

    14.2.1 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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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 大专院校 

14.3 电脑专业技术认证 

14.4 网上求职 

 

第十五章  资讯社会伦理 

15.1 资讯社会 

    15.1.1 资讯社会的形成 

    15.1.2 资讯社会道德与伦理议题 

15.2 法律环境 

    15.2.1 尊重智慧财产权 

    15.2.2 常见的资讯法规 

15.3 合理与安全的使用网络资源 

    15.3.1 保护个人数据的方法 

    15.3.2 合理的使用网络资源 

    15.3.3 正当的使用网络资源 

    15.3.4 网络交友的安全 

    15.3.5 不雅与虚假的资讯 

    15.3.6 垃圾邮件 

 

第十六章  资讯工艺发展趋势 

16.1 网络与通讯 

    16.1.1 无线 USB 

    16.1.2 WiMAX 

    16.1.3 万能手机 

16.2 生活应用 

    16.2.1 无线供电技术 

    16.2.2 多重触控技术 

    16.2.3 燃料电池 

    16.2.4 多核心处理器 

    16.2.5 三轴加速度感应技术 

    16.2.6 次世代资讯汽车 

16.3 奈米技术 

16.4 未来的互联网 

    16.4.1 Web 2.0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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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2 初探 Web 3.0 

 

附录 A1 软体维护 

附录 A2 组装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