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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mode of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fully conforms to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society.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is not only a basic cours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 other related majors, but also the best course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mode of computer and train innovation sense. However,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contains many concepts and theories, students understand a little difficult. Based on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research group for many years, it is found that it is eas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knowledge points by using vivid examples in life and creating teaching situations to 
simulate typical design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group put forward the 
training system of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 with "one center and three basic points". It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inking, but also enlightening 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daily lif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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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操作系统设计模式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思维特征，《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既

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学生理解计算机思维模式、培养创新意

识的 佳课程。但是《计算机操作系统》本身概念多、理论性强，学生理解有些吃力。依据

课题组多年一线教学经验，发现利用生活中生动的实例类比操作系统中典型的设计思路与实

现方法，创设教学情境，易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课题组提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培养体系，既对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思维有益、又对学生通过学习《计

算机操作系统》领悟日常生活问题处理有启迪。 

1.引言

《计算机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管理着计算机系

统的软硬件资源。ACM和IEEE/CS提交的计算学科本科教学指导《Computinger Science 
Curricula 2013》，明确指出“计算机操作系统是 基础和 重要的课程之一”。 《计算机操作

系统》把计算机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承前启后作

用。由于计算机操作系统设计模式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思维特征，因此深入学习《计算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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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不仅对学生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从事计算机系统编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

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模式有着很好的帮助，是计算机思维模式、创新

教育 好的体现。

但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发现：学生普遍反映本课程概念多、知识点多、内容比较抽象、

理解比较吃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①从教材本身来讲，《计算机操作系统》关联多

门课程，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综合性，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程序设计能力、及相

应的硬件基础知识；②从学生角度来讲，个别学生认为该课程没有用，不像 C 语言等课程有

立竿见影的效果；③从教师角度来讲，课程学术性强，传统教学过程中受课时所限难以充分

论述。

为克服上述问题，根据课题组多年一线教学经验发现：利用生活中生动的例子类比操作

系统中经典设计，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掌握知识点。类比教学法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论支

撑，通过把教学内容类比于学生较熟悉的相似或相通事物，化抽象为具体、建立知识模型，

以帮助学生实现新知识的深化理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其创新思维为目标的教学方法。

本文按照工程教育认证要求，探索建立一套具有专业特色、风格鲜明的《计算机操作系统》

课程教学体系。该体系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即：“以研究《计算机操作系统》类

比教学法为中心，组织一套系统精炼的教学内容，设计一套科学可行的考核办法，塑造一支

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把培养学生操作系统应用能力放在重要位置，研究成果将改变传统操

作系统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为建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

的实用教材体系提供参考。

2.《计算机操作系统》教学特点

2.1 课程特点 

《计算机操作系统》国内外高校本科教材基本是围绕：处理机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

管理、文件管理和操作系统的接口五大模块展开。主要在实验平台建设方面，存在差异。国

外高校更重视从实践中学习理论(Learning By Doing)，通常要求学生做一个简易操作系统。国

内高校普遍以 Linux、或 Windows 为实验平台的开展验证性实验。 
《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与其前驱课程关系密切。《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基础》、《计

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电子技术》、以及《高等数学》等都《计算机操作系统》

的前驱课程，这些基础课程的掌握程度，对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知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而且，在有限的学时内学生既要学习处理机管理、存储器管理、I/O 设备管理、文件管理

等内容，又要理解每一种设计理念的发展历程，对逻辑思维能力要求高。

2.2 学生特点 

随着计算机专业的蓬勃发展，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越来越多。学生层次不同，知识

接受能力存在差异。以笔者所在临沂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每个年级的学生大概有

700 人左右，生源涵盖本科、专科、专升本三个层次，在学习《计算机操作系统》过程中知

识接受能力差别比较大。比如专升本的学生，由于在专科时都已经学习过《计算机操作系统》

课程，本科阶段再次重新学习该课程时理解能力就强很多。而专科学生，由于高中时所学计

算机知识很少，大学阶段理论教学相对于本科略浅，以致接受知识能力较弱。因此，由于学

生多，知识层次不齐，所以教师在讲解时特别吃力，而且有时事倍功半。

2.3 考核方式 

由于该课程理论性强，比较难学。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并不多，许多同学抱着“及格就行”
的态度来学习。平时不努力，考试前临时突击蒙混过关。虽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设有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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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也有平时考勤成绩，但 终的学业成绩依然主要由期末考试成绩来考核该课程学习的

好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学习浮躁，不注重平时学习的过程。

3.《计算机操作系统》类别教学法实施方案

3.1 教学模块和典型教学案例 

以经典教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为例，该课程可以划分为

以下五个教学模块，每个模块都可以借用类比教学案例，形象而生动的阐述晦涩的科学原理。 
第一模块为操作系统引论。主要介绍操作系统的目标、作用、发展过程、基本特性和主

要功能。本模块可以采用软件工程的思路，把操作系统类比于一个“黑盒”。为了使操作系统

符合方便性、有效性、可扩充性、开放性，以及不断提出的应用需求，从需求分析的角度阐

述“操作系统作为配置在计算机硬件上的第一层软件，是对硬件系统的首次扩充”，从设计者

的角度分析操作系统该具有和满足的特性。

第二模块为处理机管理模块，主要包括进程的描述与控制、处理机调度与死锁。本模块

为核心的两个内容分别是进程同步和死锁。进程同步既是本模块的重点，也是《计算机操

作系统》的难点。而进程同步核心问题是分析进程间的关系。为了形象的说明进程间的互斥

关系和同步关系，可以采用类比教学法以化繁为简。进程互斥关系可以类比为一列火车车厢

中乘客共享卫生间问题。来自五湖四海的乘客，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也互补熟悉，相当于彼

此独立的进程。但由于共享同一个卫生间而产生联系，彼此互斥的使用卫生间。进程同步关

系可以类比于工业流水线。流水线上工人同时处于工作状态，彼此为了完成一项工作而相互

配合，如果前边工人没做完，后续工人就必须等待。在进程同步分析时，可以将数据库“实体

—联系”方法引入计算机操作系统进程同步教学中，通过将原 E-R 图定义改造为矩形表述进程

实体、菱形表示实体间联系、椭圆表示发生联系的信号量，可以清晰地表示进程实体间，以

及进程实体内的联系。

死锁问题可以类比于港台警匪片中坏人因争夺地盘发生僵持——“占有一部分资源，想要

更多资源”，必须有警察出手才能维持秩序化解危机——“借助外力作用”解除死锁。而银行家

算法则可以通过供应链金融加以阐述，使学生理解因资源分配不当造成严重后果。

第三模块为存储管理模块，包括存储器管理和虚拟存储器两部分，主要介绍内存连续分

配存储管理方式、分页和分段存储管理方式，以及请求分页和请求分段管理方式。存储管理

模块可以类比于笔记本。宏观的上看，存储器管理介绍了程序中代码或数据从逻辑地址相邻

到离散的分配方式的转变，每一次存储技术的革新都是针对以后存储技术不足而提出，本模

块可以很好地激发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性思维能力。虚拟存储器则很

好地体现了利用存储器的空闲空间分区域存放和运行其他的多道程序，以此来提高内存利用

率的空分复用技术。

第四模块为 I/O 设备管理模块，讲解操作系统 I/O 系统的功能、模型和接口、中断机构

和设备控制器、设备驱动程序、与设备无关的 I/O 软件、用户层的 I/O 软件、缓冲区管理、

以及磁盘存储器的性能和调度。由于计算机设备千差万别，为了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本模

块从把各种功能需求从系统的角度按照层次化思想设计开发，可以把 I/O 设备管理类比为人

类社会的分层管理模式，形象的说明每个层面需要处理的问题。

第五模块为文件管理和磁盘存储，主要介绍文件和文件系统、文件目录、文件共享、文

件保护、以及外存的组织方式、提高磁盘 I/O 速度和可靠性的技术途径。本模块可以类比为

一个图书馆，为了方便用户查询须采用 “按名存取”，为有效地利用存储空间，需要采用合理

的文件分配方式，改善存储空间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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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模块与类比案例 

3.2 课程考核方案 

本课程结业考评采用集体命题方式，采用主卷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的方式考核。

主卷：主卷成绩分为课程期末闭卷考试（50%）和实验测试（20%）二项。平时：平时成绩

分为三部分进行考查，分别为 MOOC 成绩（10%）、作业成绩（10%）和实验成绩（10%）。

MOOC 成绩采用中国大学 MOOC（慕课）期末成绩，作业成绩按照历次作业平均值，实验成

绩采用历次实验报告平均值，考勤成绩按照上课时老师的点名记录为依据作为督促，但不记

入学业成绩。

4.小结

当前，《计算机操作系统》课程建设与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存在一定差距问题，主

要表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办法、教师队伍四个方面。因此，课题组把培养学生

操作系统应用能力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研究目标，借助类比教学

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创业思维能力，以改变传统操作系统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调动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为建立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新工科教材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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