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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改革《操作系统》课程设置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即将现有

《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改设为以下系列课程（按次序）：《操作系统基础》、《基于操作系统的程序设

计》、《操作系统原理》及《操作系统设计与实验》，文章还阐述了各课程的实施手段、授课方式等要

素。该改革方案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当前高校学科建设和教学计划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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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灵魂，《操作系统》课程是计算机系

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主干课之一。我院为计算机专业本科

学生开设了《操作系统原理》和《操作系统设计与实验》课程。

但历届学生大都反映《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太抽象，理论性太

强，学习困难。根据笔者多年讲授《操作系统原理》课程及相

关教学经验，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除了该课程自身理论性

较强等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该课程设置欠妥。为了强化学

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科学设置相关系列课程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地，可以将与计算机系统打交道的人按层次由低到

高分为三类：计算机用户、应用程序员和操作系统设计员。一

般的计算机用户必须至少熟悉一种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使用方

法，即了解某种操作系统的用户接口，比如能操作 Windows、U-
NIX 等操作系统，这是用户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最低要求。

有了这些基础以后，用户就可以更深一步使用操作系统，利用

操作系统提供的程序接口（即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的集

合）编写应用程序，成为应用程序员。目前比较流行的操作系

统编程有：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编程、基于 UNIX 程序设计、

基于 Linux 程序设计等。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需要开设此类课

程，它是学习《操作系统》课程必经的中间环节。计算机专业

的学生不应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计算机用户和一般的程序员，

而应该系统深入地学习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实现原理、相关算

法和理论，具备开发系统级程序的能力和系统分析能力。因

此，必须进一步学习《操作系统原理》课程。

另一方面，计算机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必须加

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的专业基础知

识更加牢固。《操作系统》课程以原理、概念及算法等基础知

识为主，所以必须设置与之配套的实验课。为此，我们正在积

极筹划《操作系统》系列实验，配合《操作系统》理论课程从初

级到高级逐步展开。

因此，科学合理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系列课程由浅入深

应该包括：《操作系统基础》、《基于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操

作系统原理》及《操作系统设计与实验》，下面分别阐述各课程

的教学要求及配套实验课程。

系列课程之一：《操作系统基础》

本课程是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基础课程，作为计算机专业

本科学生，不仅要求熟悉微型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使用，还需要

掌握如 UNIX 等多用户、多任务分时操作系统的使用，让学生

感性认识进程并发、资源共享、文件等操作系统基本概念和实

现原理，为后续相关课程打下基础。

为了照顾少部分进大学之前不太了解计算机应用的学

生，可以用少量学时讲授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特点，并让学生

上机实践自学其使用。课程重点讲授 UNIX 操作系统的特点

及其使用，让学生掌握 UNIX 操作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应用，通

过实验课熟悉 UNIX 系统的平台配置、系统设计、系统启动、命

令操作、文件系统操作及 Vi 等编辑环境和工具等。

我院现有计算机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已设置了同类课程

《UNIX 操作系统》，作为大学四年级上期的选修课程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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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该课程是《操作系统》系列课程的基础，应在大学一年

级开设，作为《操作系统》系列实验的最初级实验课程。

系列课程之二：《基于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

由于 UNIX 操作系统自身的强大功能及其对数据库系统

的有力支持，以及它在计算机网络和 Internet 中的广泛使用，

我们建议为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生开设《基于 UNIX 操作系统的

程序设计》课程。其前期课程除了《操作系统基础》以外，还应

有《C 语言程序设计》等相关课程。该课程在计算机知识结

构，尤其是《操作系统》系列课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

学生学习计算机操作系统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同时，它也为

应用程序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主要介绍基于操作系统编程的一般方法，让学生了

解对于任意一种操作系统编程应如何入手，如何直接在操作

系统之上开发应用程序，重点讲述基于 UNIX 操作系统的应用

程序开发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编写相关应用程序，深入学习

UNIX 操作系统，提高应用程序开发能力。

我院现有计算机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未设置同类课程，

建议新增设该课程。基于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是计算机

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尤其在当前，UNIX 操作系统

被广泛认同为网络及互联网络环境的服务器操作系统，这种

能力显得非常重要。该课程的上机实习课作为《操作系统》系

列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

系列课程之三：《操作系统原理》

对计算机专业本科生而言，《操作系统原理》课程是继《操

作系统基础》、《基于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软件工程原理》、

《数据结构》等基础课、专业课程之后又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程。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运用软件工程原理、数据结构等

专业基础知识向学生系统地介绍操作系统的设计原理和实现

技术。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操作系统体系结构、任务管理

模型、资源管理模式、任务调度算法以及资源分配算法等。

众所周知，在现代计算机系统中，操作系统是最核心、最

基础的部件。因此，操作系统设计原理与实现技术是任何合

格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对计算

机系统底层软件开发人员、系统软件开发人员、计算机系统管

理人员等均十分重要。因此，在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操作系统原理》向来被指定为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专业

基础课程之一。

保留我院现有计算机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该课程的设

置，并继续使用双语教学、多媒体教学手段，进一步推广远程

教学。

系列课程之四：《操作系统设计与实验》

学习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之后，实际进行操作系统

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实验，理论结合实际，了解各个模块的

结构和工作过程，学生通过自行设计和实现一个操作系统（或

一部分），或者模拟实现一个操作系统的部分功能，或者分析

一个现有操作系统（如 Linux）的源代码等方式，真正认识现代

操作系统，理解操作系统的设计精髓，培养大型系统程序的设

计能力和合作开发项目的能力。

根据学生自身能力和兴趣，任选拟设的多种实验课题之

一，例如模拟某操作系统的部分功能，或在某个基础平台上完

善一个操作系统（笔者与相关教师正在积极筹划设计一个操

作系统基础平台，供学生实验课使用），或分析一个操作系统

源代码，或设计实现一个小型嵌入式操作系统等等。有些课

题不必要求学生集体上实验课，只需教师进行定时或不定时

指导。学生成绩根据其完成任务情况和难易程度而定。

我院现有计算机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已设置了同名、同

类课程，但近年来实验环境已非常落后，而且长期以来实验方

式单一，难度不够，缺乏灵活性，未达到课程设置的目的。因

此，需要彻底改变实验环境，改革教学手段，增加实验难度和

灵活性。此实验课是《计算机操作系统》系列实验的最高级实

验。

Reform Operating System Course，Enhance Students’Basic Knowledge

Pu Xiaorong Lu Oing Ge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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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university students’basic knowIedge，It is essentiaI to reform the seriaI courses of computer operating sys-
tem for undergraduates. A reasonabIe seriaI courses are ordered by《The Basis of Operating System》、《Programming Base on Operating Sys-
tem》、《Operating System PrincipIes》and《Operating System Experimen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necessity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of those
courses. This reform is supported by the teaching pIan reform in our university this 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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