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科学导论》教学大纲 

 

课程编码：1512107102 

课程名称：信息科学导论 

学时/学分：36/2 

先修课程： 

适用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 

开课教研室：信息与计算科学教研室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1．课程性质：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拟从事通信及相关

行业工作的学生所必修，为本科三年级学生所选修。 

2．课程任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并掌握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概念，熟

练掌握信息全过程包括的几个方面：信息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处理、信息执行，了解信息

科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了解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势。总之，这门课的任务在于

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并指导学生选择相关的就业、深造方向。 

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掌握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了解通信系统的整个过程，理解信息获取、信息传

递、信息处理、信息再生等重要环节，为后续的信息论基础、密码学、信息安全等课程的学

习做准备。本课程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采用现代教育技术。 

成绩考核形式：期终成绩（考查）（70%）＋平时成绩（平时测验、作业、课堂提问、 

课堂讨论等）（30％）。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 

三、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大科学观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的定义，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使命，了解科学技术的拟人律、

科学技术的辅人律。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定义，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使命、

科学技术的拟人律、科学技术的辅人律，明确科学技术是服务于人，不能凌驾于人类之上的。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要让学生熟练掌握科学、技术的概念，了解科学技术的发生学，理解科学技

术的使命，理解科学技术的拟人规律。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本质使命 

1.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 

2．科学技术的发生学 

3．科学技术的使命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1．人类能力的发展规律 

2. 科学技术的拟人规律 

3．信息时代的表征性科学技术 

 

第二章    基础概念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信息的定义、特征、性质与功能，理解全信息的概念，了解信息科学的含义。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掌握信息的定义，理解信息的特征、性质与功能，理解全

信息所包含的几个方面及其递进关系；理解信息科学的含义，了解信息科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理解信息的定义，熟练掌握全信息的概念，理解信息科学的研

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的基本概念 

1. 信息的定义 

2．信息的特征、性质与功能 

第二节    信息科学概述 

1．信息科学 

2．信息技术概述 

 

第三章    信息获取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信息获取的含义，了解信息的直接获取，信息的间接获取。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信息获取的含义，理解信息的直接获取、信息的间接

获取这两种获取方式。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掌握信息获取的两种方式，并了解这两种获取方式的区别。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简述 

第二节   信息的直接获取 

1．非电量电测 

2. 信号规整 

3．测量 

 第三节    信息的间接获取 

1．信息表示 

2．信息特征获取 

3. 机器学习 

4．信息检索 

 

第四章    信息传递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通信模型及重要组成部分，理解信息安全的含义，了解信息安全的分类。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信息传递的含义，了解通信网络模型的构成和原理，

理解信息安全的含义，了解信息安全包含的若干方面。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掌握信息传递的方式，并了解信息传递与现在生活的联系，了解信息安全的

相关概念和内容。难点是信息安全的发展趋势。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通信网络 

1. 通信系统 

2．交换系统 

3．通信网络 

第二节    信息安全 

1．保密安全 

2．网络安全 

3．信息内容安全 

4．网络信息安全的综合防范 

 



第五章    信息处理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信息处理、信号处理的概念，理解常规信息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的区别与

联系，了解信息处理的发展趋势。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信息处理是通信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掌握信息处理、

信号处理的概念与区别，理解常规信息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的含义，并了解它们的区别与联

系，了解信息处理的发展趋势。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掌握信号处理与信息处理的概念，并了解两者的区别，把握未来信息处理的

发展趋势。难点是常规信息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的差别与联系。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1. 信号与处理 

2. 信号处理的概念 

3. 信息处理的概念 

4. 常规信息处理与智能信息处理的区别与联 

5. 信息处理无处不在 

第二节    常规信息处理 

1. 常规信息处理的概念 

2. 常规信息处理主要内容和方法 

第三节    智能信息处理 

1. 智能信息处理的概念 

2. 智能信息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3. 智能信息处理的应用 

第四节   信息处理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    信息执行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并掌握控制的概念，了解基本的控制方法，了解信息显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控制的概念，了解基本的控制方法，了解信息显示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控制的概念，信息执行的实现形式。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控制 

1. 控制的基本概念 

2. 由信息到行为的转换机制 

3. 基本的控制方法 

第二节    信息显示 

1. 信息显示的基本原理 

2. 信息显示的作用 

3. 信息显示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学科关系 

1.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概念，理解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区别与联系；了解自动化

科学技术的概念；理解信息科学与自动化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计算机科学技术和自动化科学技术的概念，理解信息

科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了解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区别与联系，理解信息科学与自动化

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让学生了解信息科学技术与计算机科学、自动化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 

1. 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研究内容 

2. 信息科学技术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关系 

第二节   信息科学技术与自动化科学技术 

1. 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 

2. 信息科学技术与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区别与联系 

 

第八章    学习导引 

 1.教学基本要求 

理解和掌握知识结构的概念和内涵，了解大学生应具备的学习方法。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准确理解知识结构的内涵，理解信息科学技术的知识结构和能



力结构，了解学习方法的革命历程，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知识结构的内涵和学习方法如何选择。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知识结构 

    1. 信息科学技术的知识结构 

    2. 信息科学技术的能力结构 

第二节    学习方法 

1. 学习方法的革命 

2. 大学学习和中学学习的比较 

3. 大学学习方法的特点 

 

第九章    未来趋势 

1.教学基本要求 

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当前的信息科学技术与未来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差别。 

2.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能了解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了解当前的信息科学技

术与未来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差别。 

3.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当前的信息科学技术与未来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差别。 

4.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未来的信息技术 

 

1. 新型信息材料  

2. 新型信息器件 

3. 智能信息系统 

第二节    未来的信息网络 

1. 现有的信息网络 

2. 智能信息网络 

 

四、学时分配 

章序 内容 课时 备注 

一 大科学观 4  

二 基础概念 4  



三 信息获取 4  

四 信息传递 4  

五 信息处理 4  

六 信息执行 4  

七 学科关系 4  

八 学习引导 4  

九 未来趋势 4  

合计  36  

 

 

五、主用教材及参考书 

（一）主用教材： 

《信息科学与技术导论》 主编：钟义信 出版社：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

间：2010 年。 

（二）参考书： 

1.《信息技术导论》 主编：陈平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或修订时间：2011 年。 

2.《智能信息处理导论》 作者：孙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 年。 

3.《跨媒体信息技术导论》 作者：杨毅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 年。 

 

 

执笔：王秀旺 

审定：皮磊  梁桂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