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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课程内容庞杂、抽象，虽有知识脉络可寻，但学生在初次

学习时往往难以把握，如何快速引导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入门是教学设计关键点。基于计算思维的教学方式，

以生活中的案例引入课程内容，使学生快速地浸入教学场景，形成共识共鸣，可有效提高教学效果。文章

以操作系统发展历程相关知识点为例，引入计算思维的案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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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两会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列入“十四五”

时期主要目标之一，并强调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操作系统作为“缺芯少魂”里的“魂”，正是信息产业的

关键核心技术之一，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操作系统是计算

机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其课程内容庞杂、抽象，虽

有知识脉络可寻，但学生在初次学习时往往难以把握，如

何快速引导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入门是教学设计关键点。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操作系统的发展历程的相关知识

点相对是比较轻松的内容，但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作为

课程第一章的内容，可以起到课程导入和提纲挈领的作

用，帮助学生了解课程知识的背景和线索。在该小节的学

习过程中，通过学习技术更迭的历史，使学生客观的认识

到国外操作系统技术发展的历程，我国操作系统目前的现

状和困境；通过梳理操作系统技术发展的规律，启迪学生

开展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树立技术可以解决问题的信

念；基于计算思维的生活中的案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问

题并对问题进行解决，引导学生进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思考和训练。 

1  计算思维概述 

自 2006 年周以真教授[1]提出计算思维相对全面的概

念以来，计算机教育相关机构以及教育工作者对计算思维

的概念进行了理解和扩充，其中也有一些理解上的偏差，

如认为计算思维就是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是程序员的编程

方法和技巧，是可见的软件和硬件。其实不然，计算思维

是面向全部人类的逻辑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是人类和计算

机都能理解的解决方案方法，是不可见的解决问题、日常

管理、相互沟通等方法的计算概念。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计算思维： 
1.1  形式化 
计算机科学来源于数学思维，其形式化非常重要。计

算思维是将抽象复杂的概念、理论等，进行形式化转变，

基于生活中朴素的思维理解方式，慢慢将问题进行说明，

达到快速理解的目的。 
1.2  抽象化 

基于对生活中场景的快速理解，引导学生以创新思

维、计算思维的方式解决实际生活或工程中的问题，对思

维方法进行抽象，与计算机系统中的问题进行对比，得到

通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1.3  理论性 
抽象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和数据

的验证和总结，通过计算机程序仿真实现，模拟更多场景

和问题，在不断迭代、递归的过程中，得出准确有效的计

算模型，形成普适的计算理论。 
1.4  实践性 
基于普适的计算思维方法和理论，在遇到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或计算机系统设计实现中的问题，将已总结的计

算思维方法进行实践，快速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体现

计算思维的优势。 

2  操作系统发展过程 

操作系统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人工操作方

式、脱机 I/O 操作方式，单道批处理和多道批处理几个阶

段[2]，发展的过程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不断提

高设备的利用效率和便利性。 
2.1  人工操作方式 
最早的操作计算机的方式，完全通过人工完成操作计

算机硬件、计算机的调度、作业顺序的编排。这个操作方

式，用户独占全机的硬件资源，中央处理器需要等待用户

的手工装入、卸取纸带，处理区的利用率很低。 
2.2  脱机I/O方式 
在人工操作方式中，存在人与计算机的矛盾，中央处

理器和输入/输出设备数据传输速度差异大的矛盾，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末出现了脱机 I/O 技术。

这种技术是将提前打好孔的纸带装入纸带输入机，在外围

机的控制下，把纸带上的数据或程序输入到磁带上，磁带

数据可快速输入到内存，提高了计算机使用效率。 
2.3  单道批处理系统 
为了解决人工操作效率慢的问题，引入作业监督程

序，由监督程序自动启动输入设备，将作业按照一定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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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自动读入到磁带上，然后再顺序的装入内存，在监督程

序的控制下，实现作业的自动运行处理，相对于人工方式，

单道批处理方式显著提高了系统效率。单道处理虽可顺序

自动处理多个作业，但 CPU 与设备之间也顺序执行，CPU
和设备的利用率并未到达理想效果。 

2.4  多道批处理 
为了使 CPU 与输入输出设备真正地并行高效工作，

引入了多道批处理操作方式。多道批处理方式是同时将多

道程序同时放入内存，运行过程按照一定的算法交替进

行，多道程序共享处理器、内存等资源，可大大提高资源

利用率和系统吞吐量。 

3  计算思维场景引入 

抽象的操作系统发展历程并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文

章引入基于计算思维的生活场景，与操作系统发展历程进

行对比学习，可快速引导学生学习操作系统地发展规律。

以病人在医院看病为例（如表 1 所示），分析各发展阶段

存在的问题，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解决问题的，帮助学生学

习本节知识重点。 

表 1  医院看病案例 
操作系统发展历程 医院看病案例引入 存在问题 
人工操作方式 病人进入小诊所，挂号登记、看病、拿药全是医生（CPU）

一个人完成，过程不可被打断（联机 I/O） 
1.病人独享医生； 
2.任何环节因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医

生等待直到可以继续看病的过程，医

生不可以中途接待另一个病人 
脱机 I/O 方式 病人进入社区医院，由护士进行挂号登记（脱机输入），

然后医生看病（CPU 处理），后到药房拿药（脱机输出）。 
需要护士登记好顺序，按序找医生看

病，排队拿药 
单道批处理 病人进入大型医院，引入叫号机，挂号后由计算机进行

排序，由叫号机（操作系统雏形）安排作业顺序，病人

需顺序做血液、超声、CT 三项检查，按照单道批处理

原则，只有一个病人的业务全部完成后，另外一个病人

才可开始 

病人在进行血液检查时，即使超声、

CT 无人检查，后面的病人也不能进

行检查 

多道批处理 病人完成计算机挂号后，允许多个病人同时进入检查

区，只要相关检查项无人进行时，便允许等待的病人进

入检查 

周转时间长，病人 A 检查完血液后

想马上检查超声，但超声室正在检查

病人 B，这时需等待。 
还需解决的问题： 
1.如何处理急诊的检查（调度算法）； 
2.需要对每个病人的信息进行保护，

避免出现信息泄露和混淆（内存保

护）； 
3.各检查室等待容量（内存分配）； 
4.病人档案的存放（文件管理）； 
5.各项检查结果的快速查询、交互

（系统接口） 

4  结语 

学生在学习操作系统的过程中，难以快速理解操作

系统发展的规律和内涵，针对这种情况，文章引入基于

计算思维的案例教学设计，以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作为课

程内容的切入点，在实际生活场景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形成计算思维方式，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操作系统的

发展过程，为学习操作系统后续课程内容建立良好的开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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