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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教学应跟上时代发展 

刘日升 (中船总武汉七。九所) 

—  摘 要 一  —  

器 我国的操作系统教学体系基本上来源于七十年代前期Madnlck和Donovan的体系。十几年来，由 

于操作系统及其应用环境的发展，这种教学体系已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 操作系 

嚣统教材和操作系统本身发展的关系，以及我国高等学校操作系统教学中的同题，认为由于微机的昔 

建及和uNIx操作系统的产生，原有的操作系统教学体系不仅有必要修改和扩充，而且也出现了这种可 

能性。本文重点论述了操作系统教学中有关操作系统用户接口和实例教学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建 议． 

一
、 gl 害 

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占有十 分 重 要 的地 

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与计算机的硬件和其它软件关 

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它也是用户与计 算机 的接 

口。因此，学好操作系统这门课程对于计算机系统 

其他课程的学习及以后的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大学的操作系统教学开始于七十年代中 

掰．十余年来犏写了不少教材，培养了不少学生， 

但与许多其它教材相比，操作系统教材显得不够成 

熟。近几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总的来说学生感 

至4难学，教师感到难教，而且学到的知识往往不能 

很好地适应以后的实际工作。 

笔者长期在科研部门从事软件工作，接触过一 

些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从事过大学的操作系 

统教学，并先后两次 (i g83年和1990年)参与编写 

了两本操作系统的大学教材。笔者打算根据自己的 

体会谈谈对这一课程教学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计算 

机界同行，特别是高校教师，给予指正。 

=、操作系统教材时发展与现状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操作系统作为一门学科在 

七十年代初期已趋成熟，已建立了它的基本溉念和 

原理。cAc 系志的主编，著名操作 系 统权成P．J． 

Donning认为，操作系统成熟于1971年。事实上， 

到这时为止，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操作系统已 

经同世，例如IBM OS／3~0(1966)，Tss／3B0(196Z)， 

MULTICS(196S)。TI~,(196S)， RC-4O00(19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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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操作系统中所实现的原理和技术奠定了操 

作系统理论的基础．在七十年代前半期，以这 系 

统及稍后出现的系统为基础相继出驻了一大批操作 

系统教材或论文． 

在这些教材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Madnick和 

Donovall以资源管理观点为主编写的书．该书比较 

全面地概括了当时操作系统的发展成果，其背景操 

作系统Mu工fTICS和0S／MVT则代表了操作系统在 

当时的发展水平。该书还提出了研究操作系统的几 

种观点 ；资源管理观点，进程管理观点，分屠结构 

观点等，为操作系统教学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这本书对于我国操作系统的发展和教学产生了 

很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绝大多数操作系统教材可以 

说是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该书，并 循它的体系． 

然而从该书出版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操作系统仍 

在发展，特别是uNIX操作系统的出现标志了操作 

系统的新的发展水平，因此有必要根据操作系统近 

年来的发展，对Madniek—Donovap．的教学体系进行 

鲣改 和扩充。 

三，当前问置与解决造径 

目前操作系统教学中的问题，一方面与教材的 

编写观点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操作系统发展水平 

的限制，然而技术水平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操作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根据资源管理的 

观点操作系统可划分为四个部分：处理机管理，存 

储管理，设备管理和信息管理。这种划分比较符合 

模块化的观点，有利于操作系统设计和教学．然而 

这种观点对于教学来说有两个局限性，第一，操作 

系统的用户接口部分难于适应这个框架；第二，难 

以把握系统的整体的和动态的概念。下面首先谈谈 

这两十问题．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硬件和用户之间的接口，资 

源管理很难反映操作系统和用户的关系．在七十年 

代初期，操作系统主要运行于大中型计算机上，其用 

户多为计算机专业人员，因而操作系统的用户接口 

功能比较衙单。然而七十年代末期以来计算机 (特 

别是微机)迅速普及，进A各个应用镬域，操作系 

统的甩户接口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操作系统 

的发展动力，于是七十年代推出了UNIX，八十年 

代被广为流行，而且目前在计算机市场上仍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UNIX的设计目标是为程序设计和 

软件工程提供良好的环境。至于八十年代的个人机 

操作系统 (如CP／M，PC—DOS)也主要是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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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方面受到uNIx的强烈影响，给用户 提供了良 

好的使用环境． 

UNIX的出现标 意者操作系统用户 接 口的照 展 

达到新的水平，shell语言既是命令语言 又 是程序 

设计语言，它与操作系统的*系类似于其他程序设 

计语言和解释 (编译)程序的关系；其他高级程序 

语言以表达式为基础，基本上抽立于具体的解释程 

序和操作系统，而命令程序设计语言与操作系统关 

系却密切得多，它的最基本成分是操作系统的命令 

或程序。因此，命令程序设计语言作为操作系统的 

一 部分讲授是比较合适的． 

用户接口除了命令接口外，还有编程接口，如 

系统调用接口，程序库接口．这也是资源管理观点 

所难于包括的．虽然Madnlek和Donov~ 的书也谈 

到了用户接口，但从目前来看比较陈旧．目前一些 

重要的国际组织 (如IEEE)巳经为UNIX制 定了 

一 系歹l断 准，其中就包括系统调 用 接 口，shell语 

言接口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卜问题是理解操作系统的整体、动态的概 

念，而实{ 究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操 

作系统代码过于庞大，结实例研究带来困难．Ma— 

d~iek和Donovan的书培出的一个实例 (∞ s)过于 

衙单，所以缺乏典型性。UNIX的出现使实例研究 

成为可能．实际上，UNIX最初的普及很大程度上 

应当归功手UNIX~侧教学的作 用。UN】x短小、 

精悍，应用昔及，目前已成为操作系统事实上的标 

准．这些特点使它适台于教学．实侧教学不仅_向学 

生提供操作系统的完整的、动态的概念，而且对于 

操作系统中理论性较弱而技术性较强的部分，如中 

断捕俘管理，设备管理等也鲭出了十 分 直 观的解 

释．它们本来是操作系统中最基本的成分，但由于 

很难讲授，所 有的操作系统教材干脆不讲这一部 

分，这是不应有的损失。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操作系统教材普遍比较侧重 

原理而忽略实践。实际上操作系统是一门按术娃和 

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片面强调理论会使操作系统 

更加抽象。近年来计算机教学已经 渗 八到 各个领 

域，它形象、直观，容易接受。所以一个较理想的 
方式是研制一个教学操作系统，不仅向学生提供源 

程序而且学生可以在计算机前使用这个系统，了解 

其外部功能和内部流程，象操作系统中比较抽象的 
进程概念均可一目了然。笔者曾尝试过这种方法， 

效果较好。最近美国著名的操作系统及计算机网络 

专家A．s．Tanenbaum研制成一十教学UNIX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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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曲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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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用目接l1部分要 现在流行的 UNIX等系统如’ 

分析榍归 ，使 之系统化，实例教学 则要对现有系 

统加 精简和抽象 

3．在毒条件峋情况下采尼计算机辅助教学，即 

研制瓢采用国外的教学操作系统，让学生自己动手 

学习和使用； 

·4．教学与科研 、应用福结舍，摆脱飙书本到书 

本的教学模式，攫擗当 讨算机蹙屣水平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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