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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说 明

《研究性学习丛书》是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朋友的丛

书。该丛书自首次印刷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现在为了更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和接受程度，根

据广大读者的来信意见，我们对该丛书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再版，对书中的一些陈旧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对书中的板块

和图片进行了调整，并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勘误。使丛书

得到大幅度的充实和提升。

《研究性学习丛书》的修订版首先是对内容的修订，使

书的内容更适合读者的需要，其次是在体例的设计上进行

了修改，使读者拿到书后能对书中的内容有直观上的认识。

例如，《人类文明》配置了大量的图片以及更新了“小知识”

等板块，使读者能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轻松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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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该丛书在装帧设计上也依照读者的阅读、审

美习惯，进行了适当改进，希望能给读者更大的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

和读者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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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
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全球化趋势
势不可挡，导致人们对知识、能力、竞争力等概念产
生了新的认识。对于学校教育来说，重要的不是让
学生掌握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让其学会获得新
知识的方法，提高创造新知的能力。实践证明，如果
当代教育继续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那么很难培养
学生主动获取或学习知识的能力，更不要说培养学
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了。当前，研究性学
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应运而生，适应了时代的
需求，成了教育的“新宠儿”。

为此，我们根据研究性学习的课程改革模式编
写了《研究性学习丛书》。该丛书分为文学艺术、社
会生活和自然科普三大部分，涉及文化、历史、民俗、
艺术、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本书融综合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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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于一炉，以达到让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的目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丛书的“小知
识”、“小研究”、“专家在线”等活动设计提出自己的
想法并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还可以动手操作实践
探索。活动设计突破了原有课程学习的封闭状态，
让学生处于一种动态、开放、生动、多元的学习环境
中，给学生更多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渠道，提供了一个
活跃的展示平台，使他们自己在自主学习和探索中
获得新的学习体验，从而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希望本套书能得到广大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
的支持和喜爱，并能成为指导学生成长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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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本世纪的奇迹

计算机又名“电脑”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１９４５年。它

的出现标志着计算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

世界文明的进步而跃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你

是否知道，人类从最初的计数工具发展到现代电子

计算机却经过了漫长的道路。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祖先找到了最原始的计

数工具———自身的双手，用手指来计数。这种极为

古老的计数方法时至今日仍启蒙着幼儿们关于“数”

的概念。为了能表达比１０个手指头更多的数目，古

代人又想出了另外的计算工具———石子、木棒、贝

壳、绳结等。利用这些简单的自然界产物不但可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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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ＥＮＩＡＣ）

计算部落的财产、人数、猎物等，而且还能保存统计

的结果，这就是现代计算机原理中存贮思想的最初

萌芽。

一千多年前，中国开始使用世界上最古老、流传

最广的计算工具———算盘。而古代的算盘则是用圆

石子、小木棒或金属块等排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来表

示不同的数值，并据此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那时

已经有了进位的数制概念。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

算盘不断完善，能方便地进行加、减、乘、除四则运

算。今天，我国和许多国家仍在使用算盘。现代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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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中的一颗颗算珠似乎还遗留着石子计数的痕迹。

早在１７世纪，欧洲一批数学家就已开始设计和

制造以数字形式进行基本运算的数字计算机。１６４２

年，１９岁的法国数学家Ｂ·帕斯卡采用与钟表类似

的齿轮传动装置，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十进制加法

器。这种加法器由多个圆轮组成，每个圆轮代表一

位数，每个轮面分为１０个相等部分，刻有０～９十个

数字，作加法时，转动圆轮，当转到０处时，便自动将

高位圆轮带进一格。显然，这种加法器用纯粹机械

运动代替人们的思考和记录，表示人类开始向自动

计算工具迈进。



４　　　　

１６７３年，德国数学家Ｇ·Ｗ·莱布尼兹制成了

能进行十进制的乘、除运算的计算机。英国数学家

Ｃ·巴贝奇于１８３３年设计了一种程序控制的通用

分析机———差分分析机。他天才地提出了计算工具

至少必须具备５个基本部分，即“输入部分”———输

入需要处理的问题和相关的数据；“存贮部分”———

用以存放必需的数据和相关的信息，以便机器使用；

“运算部分”———能进行加、减、乘、除等多种运算；

“控制部分”———指挥和控制机器按规定的步骤工

作；“输出部分”———输出问题处理后的结果。这台

分析机虽然已经描绘出现代计算机应具备的几个基

本部分，但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创造性设计超越了当

时的工具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虽然他为此奋斗了

３７年，仍未能如愿。

巴贝奇的设想提出以后的１００多年期间，电磁

学、电工学、电子学不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电子元

利、器件方面，相继发明了真空二极管和真空三极

管。在系统技术方面，接连发明了无线电报、电视和

雷达。所有这些成就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准备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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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电子管

术和物质条件。与此同时，数学、物理也相应的蓬勃

发展，研究出了各种数值积分，数值微分，以及微分

方程的数值解法，把计算过程归结为巨量的基本运

算，从而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数值算法基础。

２０世纪以后，各个科学领域和技术部门的计算

问题堆积如山，已经明显阻碍了学科的继续发展。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军事科学技术对

大型、高速计算工具的需要尤为迫切。在此期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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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晶体管

国、美国、英国都在进行计算机的开拓性工作，几乎

同时开始了机电式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的研究。

德国Ｋ·朱赛最先采用电气元件制造计算机。

他于１９４１年制成的全自动继电器计算机Ｚ—３，已

具备浮点记数、二进制运算、数字存贮地址的指令形

式等现代计算机的特征。在美国，１９４０～１９４７年期

间也 相 继 制 成 了 继 电 器 计 算 机 ＭＡＲＫ—１、

ＭＡＲＫ—２、ＭｏｄｅｌＩ、ＭｏｄｅｌＶ等。不过，继电器的开

关速度大约为百分之一秒，致使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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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的开拓过程，经历了从制作部件到

整机、从专用机到通用机、从“外加式程序”到“存贮

程序式”的演变。

１９３８年，美籍保加利亚学者Ｊ·阿塔纳索夫首

先制成了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部件。

１９４３年，英国外交部通信处制成了“巨人”电子

计算机。这是一种专用的密码分析机，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６年２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家Ｊ

·莫克利和Ｊ·Ｐ·埃克特制成了能进行各种科学

计算的通用计算机———大型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

（ＥＮＩＡＣ）。这台完全采用电子线路执行算术运算、

逻辑运算和信息存贮的计算机，其运算速度比继电

器计算机快１０００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上第

一台电子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从１９４６年２月交付

使用到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最后切断电源，服役达９年。

它每秒可进行５０００次加法或减法运算，使用了

１８８００个电子管，占地１７０平方米，重达３０吨，耗电

１５０瓦，价格４０万美元，真可谓“庞然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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