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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课程名称 
计算机操作系统 

Operation System of Computer
课程代码 075102201303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课时/学分 48/3 

课程性质 选修 实践学时 0 

责任教师 刘珑龙 课外学时 96 (48×2) 

 

一、 课程介绍 

1.课程描述：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院校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

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操作系统是当代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核心，是计算机系统的基础

和支撑，它管理和控制着计算机系统中的所有软、硬件资源，可以说操作系统是计算

机系统的灵魂。 

课程的主要内容有：操作系统引论、进程的描述与控制、处理机调度与死锁、存

储器管理、虚拟存储器管理、磁盘存储器的管理、输入输出系统、文件管理以及系统

接口等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功能，掌握计

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及组成结构，掌握操作系统的使用和一般管理方法，了解微

内核结构、线程的控制与通信、数据一致性和系统容错等。培养学生分析和使用操作

系统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2.设计思路： 

本课程使学习计算机原理、系统设计、程序设计等相关课程的学生能够全面了解计

算机软、硬件的运行机制，在熟悉系统软件与硬件的接口、应用程序与系统程序的接

口，为进一步使用、调用操作系统的功能打下基础。因此，在学生掌握了初步的程序

设计、最好也了解一定的数据结构知识的前提下开设本门课程，为后继的软件工程、

数据库等课程的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课程以对计算机各部分资源的管理为线索、逐步展开，包括引论、进程管理、处

理机管理、内存管理、外设管理、文件管理和操作系统接口几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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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引论是对各个章节的简介，包括操作系统的目标、作用、发展、特性和

功能等。这部分课程主要以介绍为主，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直接、快速地对课程内

容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进程是现代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概念。进程管理包括进程的描述、控制、同步和通

信等。由于进程的概念比较抽象，对进程的引进要着重讲解，采用“对比”（与程序

的概念）的方法，使学生易于理解；对“同步”与“通信”部分主要采取理论讲解结

合实例分析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 

  处理机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核心。处理机管理包括处理机调度和死锁两大部分。

处理机调度以各种调度算法的分析、死锁部分以各种模型的分析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进而进行归纳总结。 

  内存管理包括普通存储器管理和虚拟存储器管理。主要采用由浅入深、承接对比

的方案，先讲普通存储器管理、后讲虚拟存储器管理；先将连续分配、后讲离散分配；

先将基本分页存储管理、后讲请求分页存储管理...。让学生能够很容易地把前后的知

识贯穿起来，易学习、易理解，并对内存的管理有一个整体认识。 

  外设的管理包括输入/输出系统和磁盘存储器管理。这部分内容有些零碎，主要采

用情景分析法。将到具体的外设，要和学生自己的设备或实验室中的设备联系起来，

让学生回忆自己的使用情况，有针对地进行分析讲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果。 

  文件系统管理。这部分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以 UNIX、WINDOWS 为例，理论

讲解结合案例分析，使学生能更牢固地掌握有关内容。 

  操作系统接口。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学生以后经常用到的，所以采用讨论的方法、

让学生自主地学习、并可以结合有关在线视频、丰富学生的视野。 

3.与其他课程的关系（先修、并行和后置课程）： 

先修课程：结构化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建议)； 

并行课程：数据结构、结构化程序设计等； 

后置课程：软件工程； 

二、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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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深刻理解计算机系统整体概念的基础之上，掌握操

作系统的基本内容及实现方法，从而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系统软件开发技能，为以后从

事的研究、开发工作（包括设计、分析、改进各种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提供必要的

软件基础和基本技能。 

到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能： 

（1）了解现代操作系统的结构及设计模式，以及未来操作系统的发展方向，包括实时

及嵌入式系统结构、网络化、多媒体、视窗和硬件发展对操作系统带来的影响等。 

（2）熟知操作系统的各种功能。对常用的系统调用命令的使用方式有一个较熟练的掌

握；  

（3）运用一些重要的系统调用编写程序模块，对操作系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典型算

法进行实现或验证。 

（4）针对实际问题开展小组研究（例如进程的同步机制），并通过口头报告或书面研

究报告形式提供研究结果；激发同学深入理解操作系统中所处理实际问题时所遵循的

理念和实行机制，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学习要求 

要完成所有的课程任务，学生必须： 

（1）按时上课,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随堂练习和测试。本课程将

包含较多的随堂练习、讨论、小组作业展示等课堂活动，课堂表现和出勤率是成绩考

核的组成部分。 

（2）按时完成常规练习作业。这些作业要求学生在线提交，只有按时提交作业，

才能掌握课程所要求的内容。延期提交作业需要提前得到任课教师的许可。 

（3）完成教师布置的一定量的阅读文献和背景资料、案例分析、理论探讨和算

法软件应用等作业，其中大部分内容要求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这些作业能加深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促进同学间的相互学习、并能引导对某些问题和理论的更深入探讨。 

四、进度安排 

序号 专题 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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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系统

引论 

什么是操作

系 统

（OS）？ 
3 

OS 的目标、作用、发展过

程；OS 的特征和功能 
无 

2 
进程的描

述与控制 

进程的同步 
 

3 
进程的引进，进程的描述；

进程的同步；经典进程的同

步； 
无 

进程的通信   3 进程的通信；简单介绍线程 无 

3 
处理机调

度与死锁 

调度 4 
作业调度的模型、算法； 
进程调度的模型、算法 

无 

死锁 2 
死锁的概述、预防、避免、

检测与解除 
无 

4 
存储器管

理 

普通存储器 6 
程序的装入与链接；连续分

配存储管理方式；离散分配

存储管理方式 
无 

虚拟存储器 5 
请求分页存储管理方式；页

面置换算法；请求分段存储

管理方式 
无 

5 
.输入输出

系统（I/O） 

I/O 系统的

组成和工作

方式 
4 

I/O 系统的功能模型、接口、

I/O 设备、设备控制器； 
程序、中断、DMA、通道

等 I/O 工作方式 

无 

缓冲区的管

理和磁盘访

问 
2 

各种缓冲区的管理方式； 
磁盘的性能和各种调度算

法 
无 

6 文件管理 

文件系统和 
文件的逻辑

结构 

2 
文件系统的层次结构，文件

的属性、操作；各种逻辑结

构 

无 

文件目录 2 
文件目录的功能、目标、实

现以及FCB等 
无 

文件的共享

与保护 
2 

几种共享方式；文件的保护

域、访问矩阵 
无 

7 
磁盘存储

器的管理 

文件的物理

结构 
2 

文件的几种物理结构及优

缺点；文件存储空间的几种

管理方式 

无 

提高磁盘的

I/O 速度 
2 

磁盘高速缓存；提前读、延

迟写、优化物理快分布、虚

拟盘；RAID 

无 

磁盘的可靠

性和数据的

一致性 

2 

SFT-Ⅰ、SFT-Ⅱ、基于集群

技术的容错、后备系统； 

事务、检查点、并发控制、

重复数据的一致性 

无 

8 
操作系统

接口 
用户接口 1 

几种接口方式；Shell 命令

语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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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用及

实现 
3 

联机命令的实现；系统调用

的概念和类型；UNIX 系统

调用的实现 

无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选用教材： 

《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汤小丹 梁红兵 哲凤屏 汤子瀛，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出版。 

 

2、主要参考书： 

[1]《操作系统》谌卫军，王浩娟编著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 年 5 月 

[2]《操作系统——精髓与设计原理》（第七版）, William Stallings（威廉.斯托林斯）著，

陈向群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3]《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二版），徐甲同 陆丽娜 谷建华，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年。 

 

 

六、成绩评定 

（一）考核方式 A：A.闭卷考试 B.开卷考试 C.论文 D.考查 E.其他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1.每章的随堂练习，保证学生跟上课程进度。这些练习将计入最终课程成绩。 

2.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形式，在学校统一安排的考试时间进行。 

3.课程综合评分方法： 

作业；随堂测试；出勤率 30% 

期末考试 70% 

总计 100% 

附：考核项目的评分标准 

1）作业的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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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评分标准 得分 

1.严格按照作业要求并及时完成，基本概念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案正确、合理，

能提出不同的解决问题方案。 
90-100 分 

2.基本按照作业要求并及时完成，基本概念基本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案基本正

确、基本合理。 
70-80 分 

3.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基本概念不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案基本不

正确、基本不合理。 
40-60 分 

4.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基本概念不清晰，不能制定正确和合理解

决问题的方案。 
0-30 分 

2）课堂讨论及平时表现评分标准 

课堂讨论、平常表现评分标准 得分 

1.资料的查阅、知识熟练运用，积极参与讨论、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能

与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解决问题。 

90-100 分 

2.基本做到资料的查阅、知识的运用，能参与讨论、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能与其他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解决问题。 

70-80 分 

3.做到一些资料的查阅和知识的运用，参与讨论一般、不能阐明自己的观点和

想法，与其他同学合作、交流，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态度一般。 

40-60 分 

4.不能做到资料的查阅和知识的运用，不积极参与讨论，不能与其他同学合作、

交流，共同解决问题。 

0-30 分 

 

七、学术诚信 

学习成果不能造假，如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程等，均属造假

行为。他人的想法、说法和意见如不注明出处按盗用论处。本课程如有发现上述不良行为，将按学

校有关规定取消本课程的学习成绩。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