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东理工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计算机组成原理》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是广东

理工学院招收专科毕业生入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专业的考试课程之一。学校根据考

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该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

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基本要求：着重考核应试者能否理解单处理器计算机系统中各部件工作原理、组成结构以及相互连接

方式、完整的计算机系统的整机概念；理解计算机系统层次化结构概念；掌握指令集体系结构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能够运用计算机组成原理和基本方法，对有关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计算、

分析，并能对一些基本部件进行简单设计的能力。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计算机组

成原理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第一章 计算机系统概论

1、考试内容

（1）计算机的分类和发展史

（2）计算机的硬件

（3）计算机的软件

（4）计算机的层次结构

2、考试要求

（1）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概念

（2）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结构

第二章 运算方法和运算器

1、考试内容

（1）数据与文字的表示方法

（2）定点加法、减法运算

（3）定点乘法、除法运算

（4）定点运算器的组成

（5）浮点运算方法和浮点运算器

2、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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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文字的表示方法、逻辑运算、定点运算器的组成、浮点运算器

（2）理解数据的表示方法、定点和浮点运算方法

（3）掌握定点加法、减法、乘法和除法的运算方法

第三章 存储系统

1、考试内容

（1）存储器概论

（2）半导体读写存储器

（3）半导体只读存储器

（4）高速存储器

2、考试要求

（1）了解存储器的分类、存储系统的基本概念

（2）理解主存储器的组成结构

（3）掌握主存储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第四章 指令系统

1、考试内容

（1）指令系统的发展与性能要求

（2）指令格式

（3）指令和数据的寻址方式

（4）典型指令

2、考试要求

（1）了解指令系统的概念、指令格式的基本特点

（2）理解指令的寻址方式、指令的格式

（3）掌握简单的指令格式设计技术

第五章 中央处理器

1、考试内容

（1）中央处理器的功能和组成

（2）指令周期

（3）时序产生器和控制方式

（4）微程序控制器

（5）微程序设计技术

（6）典型的 CPU

2、考试要求

（1）了解中央处理器的基本组成、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典型的 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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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指令周期基本概念、执行过程

（3）掌握微程序控制器的基本设计方法

第六章 总线系统

1、考试内容

（1）单机系统的总线结构

（2）总线接口

（3）总线的控制和通信

（4）典型总线

2、考试要求

（1）了解计算机内的连接部件、总线、接口的基本结构，及机內的通信方式

（2）理解总线接口、总线的控制和通信

第七章 外围设备

1、考试内容

（1）外围设备概述

（2）显示设备

（3）输入和打印设备

（4）硬磁盘存储设备

2、考试要求

（1）了解计算机系统中常用外设的基本结构，主要技术指标，工作原理等知识

（2）理解磁盘、CRT 的特性

第八章 输入输出系统

1、考试内容

（1）外围设备的定时方式与信息交换方式

（2）程序查询方式

（3）程序中断方式

（4）DMA 方式

2、考试要求

（1）了解计算机系统中 I/O 交换方式的实现方法

（2）理解程序查询方式、程序中断方式、DMA 方式

（3）程序查询方式、程序中断方式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试卷内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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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约占 10%

第二章 约占 25%

第三章 约占 10%

第四章 约占 25%

第五章 约占 15%

第六章 约占 5%

第七章 约占 5%

第八章 约占 5%

三、试卷题型比例

1. 选择题，占 10%

2. 填空题，占 20%

3. 判断题，占 10%

4．分析与计算题，占 40%

5. 综合应用，占 2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4:4:2。

Ⅳ.参考书目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五版)》 白中英主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2版)》 唐朔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Ⅴ.题型示例

一、 选择题 (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 计算机系统中的存储器系统是指______。

A. RAM 存储器 B. ROM 存储器

C. 主存储器 D. 主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2. 在下列数中最小的数为______。

A. (101001)B B. (52)O

C. (101001)BCD D. (233)H

二、填空题（每空 2 分，共 20 分）。

1. 计算机系统中的存储器系统是指主存储器和 。

2. 某 DRAM芯片，其存储容量为 512K×8位，该芯片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数目为： 和

三、判断题（正确的划“√”，错误的划“×”，共 10 分）。

1. 计算机中表示地址时使用原码。 （ ）

2. 字长 16 位，用定点补码小数表示时，一个字所能表示的范围是-1~（1-2-15）（ ）

四、 分析与计算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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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机器字长 32 位，定点表示，尾数 31 位，数符 1 位，问：

(1) 定点原码整数表示时，最大正数是多少？最大负数是多少？

(2) 定点原码小数表示时，最大正数是多少？最大负数是多少？

五、 综合应用（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设 CPU 中各部件及其相互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图中 W 是写控制标志，R 是读控制标志，R1 和 R2

是暂存器。

（1）假设要求在取指周期由 ALU 完成 (PC) + 1→PC 的操作（即 ALU 可以对它的一个源操作数完成加

1的运算）。要求以最少的节拍写出取指周期全部微操作命令及节拍安排。（5 分）

（2）写出指令 ADD # α（#为立即寻址特征，隐含的操作数在 ACC 中）在执行阶段所需的微操作命令及

节拍安排。（5 分）

广东理工学院 2020 年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

《数据结构与算法》考试大纲

I 考试的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是广东

理工学院招收专科毕业生入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软件工程专业的考试课程之一。学校根据考

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该考试具有较高的信度、较高的效度、

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II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着重考核应试者对常用基本数据结构（顺序表、链表、栈、队列、树、二叉树、图等）的逻辑结构、

存储结构和相应算法的掌握程度，以及综合运用数据结构及算法的编程能力，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高等

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数据结构与算法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1、基本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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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术语，算法的描述方法和算法分析的基本概念。

（2）线性表的基本概念、线性表的基本操作以及这些操作分别在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结构下的实现及

复杂度分析。

（3）栈和队列的定义、存储结构、实现和典型应用。

（4）串的定义及其基本操作。

（5）数组的定义、运算和顺序存储。

（6）树的定义、基本术语和存储结构，二叉树的定义和性质、二叉树的存储结构及其各种操作，哈夫

曼树的概念和应用。

（7）图的定义和术语、图的存储结构及其各种操作。

（8）各种查找方法的算法、适用范围及时间复杂度的分析。

（9）多种内排算法的基本思想和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析，不同排序方法的比较。

2、基本技能

（1）能阅读用类 C 语言编写的算法。

（2）能分析算法所完成的功能、运行结果和时间复杂度。

（3）能根据要求用类 C 语言编写算法。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论

1、考核知识点

（1）数据、数据元素、数据项、数据对象、数据结构、逻辑结构、物理结构、元素、结点等基本概念。

抽象数据类型的定义、表示和实现方法。

（2）算法、算法的特性、如何用类 C 语言来描述算法。

（3）算法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及计算语句频度和估算算法时间复杂度的方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有关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四种基本数据结构的特点。

（2）理解：四种基本数据结构的基本运算，算法复杂度度量的基本概念。

（3）应用：用类 C 语言描述算法。

第二章 线性表

1、考核知识点

（1）线性表的定义和基本操作。

（2）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和基本操作。

（3）线性表的链式存储，带有附加表头结点和不带附加表头结点的单链表、循环链表和双向链表的表

示和查找、插入、删除等基本操作。

2、考核要求

（1）识记：线性表基本概念、基本运算，各种链表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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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的比较，各种链表的基本操作算法。

第三章 排序

1、考核知识点

（1）排序的目的、分类和排序方法的稳定性的定义。

（2）简单排序方法

 插入排序的思想和算法。

 冒泡排序的思想和算法。

（3）先进排序方法

 快速排序的思想和算法。

 归并排序的思想。

 堆的定义、堆排序的思想。

（4）基数排序。

（5）各种排序方法的综合比较。

2、考核要求

（1）识记：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简单选择排序的思想。

（2）理解：快速排序、堆排序、归并排序的思想，各种排序方法的稳定性、平均比较次数、平均移动

次数。

（3）应用：用类 C 或者 C 语言编写插入排序、冒泡排序、简单选择排序等排序算法。

第四章 栈和队列

1、考核知识点

（1）栈和队列的定义、基本运算。

（2）栈和队列的顺序实现及其运算的实现。

（3）栈和队列的链接实现及其运算的实现。

（4）栈和队列的应用。

2、考核要求

（1）识记：栈和队列的概念、功能、操作特点、主要运算。

（2）理解：栈和队列与一般线性表对比的特殊性，栈和队列的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

（3）应用：栈和队列的常见的使用场合。

第五章 串和数组

1、考核知识点

（1）串和数组的定义、基本操作。

（2）串和数组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在顺序存储结构下基本操作的实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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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考核要求



8

（1）识记：串和数组的有关概念、基本操作。

（2）理解：串和数组的顺序存储结构及其基本操作。

（3）应用：串和数组基本操作的使用。

第六章 二叉树和树

1、考核知识点

（1）树的定义和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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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表示法和二叉链表表示

法）。

（3）二叉树遍历算法（先序、中序、后序）。

（4）树和森林转换为二叉树的方法（孩子兄弟表示法）。

（5）树的路径长度、树的带权路径长度、Huffman 树的构造方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树的基本概念。

（2）理解：二叉树的存储结构、遍历算法，孩子兄弟表示法，树的路径长度，哈夫曼树的构造方法。

（3）应用：利用哈夫曼树解决一些最优化问题。

第七章 图和广义表

1、考核知识点

（1）广义表的定义和存储结构。

（2）图的定义和基本术语。

 图及无向图、有向图、网、子图、连通图、强连通图。

 顶点的度、入度、出度。

 顶点间路径、路径长度、环。

（3）图的存储结构

 邻接矩阵。

 邻接表(含逆邻接表)。

（4）遍历图

 深度优先搜索遍历图的算法。

 广度优先搜索遍历图的思想。

（5）生成树、最小生成树的概念。

（6）拓扑排序的概念。

（7）求最短路径的算法。

2、考核要求

（1）识记：图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最小生成树、拓扑排序、最短路径的概念。

（2）理解：图的存储方式和基于该存储方式的基本操作（求入度、出度、下一条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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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用：求拓扑序列的方法，求最短路径的方法

第八章 查找表

1、考核知识点

（1）查找、关键字、平均查找长度等概念。

（2）静态查找表

 顺序查找

 折半查找

 分块查找

（3）动态查找表

 二叉排序树定义、构造过程及其查找算法和效率。

 平衡二叉树的定义。

2、考核要求

（1）识记：有关查找的基本概念，静态查找表和动态查找表的概念。

（2）理解：各种静态查找算法的比较次数分析，二叉排序树定义的构造过程和查找算法。

（3）应用：分析各种查找算法的比较次数。

第九章 文件（不要求）

第十章 数据结构程序设计示例（不要求）

III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试卷内容比例

第一章 约占 8%

第二章 约占 20%

第三章 约占 15%

第四章 约占 10%

第五章 约占 8%

第六章 约占 15%

第七章 约占 14%

第八章 约占 10%

三、试卷题型比例

试题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客观题一般有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程序填空题等类型；主观题一

般有简答题、算法设计题等类型。试题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识记约占 30%，理解约占 40%，应

用约占 30%。

四、试卷难易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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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按其难度分为容易题、中等题、难题，三种试题分值的比例为 4:4:2。

IV 参考书目

主要参考书：

1、《数据结构及应用算法教程（修订版）》,严蔚敏、陈文博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数据结构与算法》, 陈卫卫、王庆瑞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V 题型示例

一、填空题

1、一棵深度为 8（根的层次号为 1）的满二叉树有______________个叶子结点。

2、串的长度是指__________。

二、选择题

1、一个栈的入栈序列是 a,b,c,d,e,则栈的不可能的输出序列是__________

A .e d c b a B. d e c b a C. d c e a b D. a b c d e

2、对于栈操作数据的原则是___________。

A. 先进先出 B. 后进先出 C. 后进后出 D. 不分顺序

三、名词解释

1、连通图

2、完全二叉树

四、程序填空题

下面的程序段是在一棵二叉排序树中查找给定的关键字，找到返回 1，找不到返回 0。请把该程序补充

完整。

int Find(Tree * boot, ElemType item)

{ Tree *p=boot;

whi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 (item.key < boot->data.ke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lse if (item.key > p->data.ke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l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ree定义如下：

struct Tree{

ElemType data; /* 存放数据 */

struct Tree *left; / * 指向左子树 */

struct Tree *right; /*指向右子树 */

};

ElemType定义如下：

struct ElemType{

KeyType key; /*关键字 */

… /*其他数据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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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0);

}

五、简答题

1、试比较链式存储和顺序存储的优缺点。

2、已知一棵二叉树的中序序列和后序序列分别为 BDCEAFHG 和 DECBHGFA，试写出其先序序列。

六、算法设计题

设计一算法，实现将一个递减的数组 A[0..n-1]和一个带头结点的递增单链表 B 合并成一个带头结点的

递增链表 C。已知单链表的数据定义为：

struct SingleLink{

ElemType data;

SingleLink *next;

};

请用函数原型：

SingleLink *LinkAAndB( ElemType A[], int n, SingleLink *B);

数组 A 和要链接的单链表 B 通过函数参数传递，n是数组的规模。函数返回值是生成的链表。


	A .e d c b a   B.  d e c b a  C.  d c e a b  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