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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

第一部分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C 语言程序设计》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主干课，本课程的任务是向学生介绍计算

机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使学生掌握 C 语言的基本内容及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与编程的基本技巧，了解进

行科学计算的一般思路，培养应用计算机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与基本能力，并养成良好的编程

风格。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既要掌握概念，又要动手编程，上机调试。本课程为进一步学习后

续课程和将来从事应用软件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使学生较好掌握 C 语言程序设计的知识，掌握基本的程

序设计过程和技巧，具备一定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能力，并能熟练应用 VisualC++等环境进行 C语言的编写、

编译和调试、具备一定的编程水平。

课程的基本要求如下：

1、熟悉常用的编程开发环境。

2、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方法，具有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3、掌握程序设计中简单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并能阅读简单的程序。

4、在集成环境下，能够编写简单的程序，并具有基本的纠错和调试程序的能力。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要求考生了解简单的计算机知识，先修课程是计算机基础，后续课程为：数据结构、C++程序设

计、操作系统等。

第二部分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C 语言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 C语言的发展历史和主要特点，对简单 C 程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解 C 程序的上机步骤。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C 语言特点。（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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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单 C 程序。（理解）

3、C 程序的上机步骤。（理解）

第二章算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算法的定义和特征，了解常用的算法表示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算法的定义和特征。（识记）

2、了解算法表示的方法。（识记）

第三章最简单的 C 程序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并掌握 C 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常量和变量的定义与使用方法，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各类基本运

算符，正确书写和使用各类表达式。掌握输入输出语句的各种格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C 语言的数据类型。（识记）

2、C 语言运算符的种类、运算优先级和结合性。（识记）

3、不同类型数据间的转换与运算。（理解）

4、C 表达式类型(赋值表达式，算术表达式，条件表达式，逗号表达式)和求值规则。（理解）

5、输入输出语句。（理解）

第四章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逻辑运算，能够根据具体要求正确书写关系表达式和逻辑表达式，掌握运用 if 语句或 switch 语

句编写简单的分支结构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理解）

2、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理解）

3、if 语句。（应用）

4、switch 语句（应用）

第五章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能正确理解循环概念，正确理解和描述循环控制表达式，掌握 while 语句，do-while 语句，for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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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掌握循环嵌套的运用，能正确应用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for 循环结构。（应用）

2、while 和 do-while 循环结构。（应用）

3、continue 语句和 break 语句。（应用）

4、循环的嵌套。（应用）

第六章利用数组处理批量数据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数组定义和引用，了解数组的存储结构，掌握数组的初始化方法，掌握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基

本操作和基本算法，了解字符数组的存储结构，掌握字符串的输入和输出，掌握对字符串进行处理的基本

函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识记）

2、数组初始化和数组元素的引用。（应用）

3、字符串处理函数与字符数组。（应用）

第七章用函数实现模块化程序设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函数的定义、调用和说明的一般方法，掌握 C 程序中函数的定义和调用规则，正确把握主调函数

与被调函数的数据传递规则，掌握函数的嵌套调用，递归调用，了解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动态存储变量

和静态存储变量，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之间的差异。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库函数的正确调用。（识记）

2、函数的定义方法。（理解）

3、函数的类型和返回值。（应用）

4、形参与实参，参数值的传递。（应用）

5、函数的正确调用，嵌套调用，递归调用。（应用）

6、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识记）

7、变量的存储类别(自动，静态，寄存器，外部)，变量的作用域和生存期。（识记）

第八章指针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正确理解指针变量和地址的概念，掌握指针变量的赋值，运算，以及通过指针引用变量的方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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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名和地址值之间的传递，掌握通过指针引用数组元素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地址与指针变量的概念，地址运算符与间址运算符。（识记）

2、一维、二维数组和字符串的地址以及指向变量、数组、字符串、函数的指针变量的定义。通过指针

引用以上各类型数据。（应用）

第九章用户自己建立数据类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结构体类型说明和结构体类型变量、数组、指针的定义方法，能够正确引用结构体成员，掌握给

结构体变量，数组初始化的方法，理解利用指向结构体的指针成员构成链表的基本算法，了解共用体，理

解共用体中各成员的存储结构以及引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用 typedef 说明一个新类型。（识记）

2、结构体类型数据、结构体数组的定义和成员的引用，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应用）

3、共用体类型数据的定义和成员的引用。（识记）

第十章文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掌握 C语言中文件使用的相关概念，掌握有关文件操作常用标准库函数，掌握对文件的简单输入输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文件类型指针(FILE 类型指针)。（识记）

2、文件的打开与关闭(fopen，fclose)。（应用）

第三部分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

各能力层次之间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最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

的区别与关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

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参考教材

参考教材：《C程序设计》（第四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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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06 月 ISBN：9787302224464

三、学习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

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

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学习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

这可以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

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

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该注意培养逻辑

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时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为“识记”为 35%，“理解”为 35%，“应用”为 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较易、易、较难、难比例为 3：3：3：1；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 65%、次重点占 25%、一般占 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程序阅读题，编程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

五、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

可以正确表示整型变量 a在 1到 10 的范围内的表达式是（）

A、1<=a<=10B、a>=1,a<=10

C、1<=a&&a<=10D、1<=a||a<=10

（二）填空题

设 i=5,语句 printf(“%d,%d\n”,i,i++);输出的是。

（三）程序阅读题

下列程序的运行结果是

#include<stdio.h>

voidmain()

{

inta[3][3]={{1,2},{3,4},{5,6}},i,j,s=0;

for(i=1;i<3;i++)

for(j=0;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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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j];

printf(“%d\n”,s);

}

（四）编程题

键盘接收一百分制成绩，要求输出对应的成绩等级’A’,’B’,’C’,‘D‘，‘E’。90 分以上为 A，

80-89 分为 B，70-79 分为 C，60-69 分为 D，60 分以下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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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结构

第一部分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实践性很强,不仅要学习基本理

论知识,更要注重上机实践,通过上机实践验证算法的正确性,掌握和巩固所学理论知识。设立本门课程的目

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学会分析研究计算机加工的数据结构的特性，以便为应用涉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

辑结构、存储结构及相应的算法，并初步了解对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技术。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

数据抽象能力和程序设计的能力，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从数据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和基本运算算法设计三个层面掌握基本的数

据组织和数据处理方法，能够从问题出发设计面向数据结构的求解算法，并能够对算法进行时间复杂度与

空间复杂度分析。

课程的基本要求如下：

1、了解数据结构的原理和特点。

2、掌握线性表、堆栈和队列、串、数组和稀疏矩阵、树和二叉树、图、查找和排序等基本数据结构及

其相关算法的设计。

3、具备一定的利用数据结构方法求解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离散数学和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本课程的大部分实例都是 C 语言实现得，故要求

较熟悉地掌握 C语言。学习本课程为后续课程如操作系统等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 1 章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数据结构中常用的基本概念和术语以及学习数据结构的意义。本章要了解数据的抽

象类型定义。理解算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重点掌握各种基本概念和术语、算法描述和分析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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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数据元素、数据项的基本概念。（识记）

2、数据结构的三种逻辑结构和两种存储结构表示方法。（理解）

3、数据结构和抽象数据类型的概念。（理解）

4、算法的概念、性质和目标。（识记）

5、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分析（应用）。

第 2章线性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线性表的逻辑结构和各种存储表示方法，以及定义在逻辑结构上的各种基本运算及

其在存储结构上如何实现这些基本运算。要求在熟悉这些内容的基础上，能够针对具体应用问题的要求和

性质，选择合适的存储结构设计出相应的有效算法，解决与线性表相关的实际问题。

本章重点是熟练掌握顺序表和单链表上实现的各种基本运算，难点是在循环链表和双向链表存储结构

中各种基本运算的实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线性表的定义和抽象数据类型。（识记）

2、线性表的顺序表示和实现。顺序表的定义和存储结构，顺序表上的插入、删除等操作及其平均时间

性能分析。（理解）

3、线性表的链式表示和实现。单链表、循环单链表、双向链表的存储结构和操作实现。（理解）

4、单链表上实现的建表、查找、插入和删除等基本算法。（理解）

5、顺序表和链表的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理解）

第 3 章堆栈和队列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栈和队列的逻辑结构定义及在两种存储结构上如何实现栈和队列的基本运算。要求

在掌握栈和队列的特点的基础上，懂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栈或队列。

本章重点是掌握栈和队列在两种存储结构上实现的基本运算，难点是循环队列中对边界条件的处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堆栈的定义和特点。栈顶和栈底相关术语。（识记）

2、顺序堆栈的存储结构和操作实现。（理解）

3、链式堆栈的存储结构和操作实现。（理解）

4、队列的概念和特点。队首和队尾相关术语。（识记）

5、顺序队列的存储结构、顺序循环队列的表示和实现。（理解）

6、链式队列的存储结构和实现。（理解）

7、堆栈和队列的应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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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串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串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其串上的基本运算。本章重点是掌握串的基本概念和抽

象数据类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串的定义、空串、空格串、子串、主串、串相等。（识记）

2.串的基本操作。（理解）

第 5 章数组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多维数组的逻辑结构特征及其存储方式，特殊矩阵和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方法。

本章重点是熟悉多维数组的存储方式、矩阵的压缩存储方式，难点是稀疏矩阵的压缩存储表示下转置

运算。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数组的定义。（识记）

2、数组的实现机制。一维数组、二维数组的按行存储及按列存储和计算数组元素的地址计算公式。（应

用）

3、特殊矩阵和稀疏矩阵的概念及其压缩存储。（理解）

第 6 章、第 7 章

（不考）

第 8 章树和二叉树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二叉树的定义、性质、存储结构、遍历，树的定义、存储结构、遍历及哈夫曼树及

其哈夫曼编码等内容。本章重点是掌握二叉树及其二叉树的遍历。难点是掌握与树有关的简单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树的定义、相关术语、表示方法和存储结构。（识记）

2、二叉树(完全二叉树、满二叉树)的定义和性质、二叉树的存储结构——顺序表示法和链表表示法、

二叉树的操作实现。（应用）

3、二叉树的三种遍历方法及相应的递归算法。（应用）

4、二叉树的路径、路径长度、带权路径长度、哈夫曼树（最优二叉树）的概念。（识记）

5、根据给定的叶结点及其权值构造出相应的最优二叉树、哈夫曼编码的方法。（应用）



10

6、树与二叉树的转换、树的遍历。（应用）

第 9 章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图的基本概念、两种常用的存储结构、两种遍历方法以及图的应用算法。本章重点

掌握图的应用算法：最小生成树。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图的定义和常用术语。（识记）

2、图的邻接矩阵存储结构和邻接表存储结构。（应用）

3、邻接矩阵存储结构下图操作的实现。（理解）

4、图的深度和广度优先遍历算法。（理解）

5、生成树和最小生成树的概念。（识记）

6、构造最小生成树的普利姆算法和克鲁斯卡尔算法。（应用）

7、最短路径及相关概念。（识记）

8、求最短路径的狄克斯特拉算法。（应用）

9、AOV 网的概念及有向图的拓扑排序算法。（应用）

10、AOE 网、关键路径、关键活动的概念。（识记）

第 10 章排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排序方法的基本思想、排序过程、算法实现、时间和空间性能的分析以及各种排序

方法的比较和选择。重点掌握简单选择排序、直接插入排序、冒泡排序、希尔排序、快速排序的基本思想

及实现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排序的概念、分类、排序算法好坏的评判标准、排序方法的稳定性的定义。（识记）

2、简单选择排序的基本思想。（应用）

3、直接插入排序的基本思想。（应用）

4、冒泡排序的基本思想。（应用）

5、希尔排序的基本思想。（应用）

6、快速排序的基本思想。（应用）

7、各种排序方法的优缺点的性能比较。（理解）

第 11 章查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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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目的是介绍查找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哈希表的概念和算法实现，以及各种查找方法的时间

性能（平均查找长度）分析。重点掌握顺序查找、折半查找的基本思想和算法实现。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1、查找的基本概念、分类、平均查找长度。（识记）

2、在顺序表中查找的基本思想、有序顺序表中的两种查找方法。（理解）

3、哈希表的基本概念、构造方法和哈希冲突解决方法。（应用）

第三部分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

各能力层次之间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最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

的区别与关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

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参考教材

参考教材：《数据结构——使用 C 语言》（第五版），朱站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1 月，ISBN：

9787121216992。

三、学习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

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

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学习过程中，即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

这可以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

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

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该注意培养逻辑

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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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卷中时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为“识记”为 35%，“理解”为 35%，“应用”为 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较易、易、较难、难比例为 2：3：3：2；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 65%、次重点占 25%、一般占 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综合应用题等。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

五、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

向一个由 127 个元素的顺序表中插入一个新元素并保持原来顺序不变，平均要移动（）个元素。

A.8B.63C.63.5D.7

（二）填空题

稀疏矩阵一般采用方法进行压缩存储。

（三）简答题

什么叫算法？算法的 5 个性质是什么？

（四）综合应用题

根据普里姆算法思想，画出构造下图最小生成树的过程（规定从结点 A 开始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