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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传统操作系统教材以x86指令集为主’面向单机平台,以宏内核架构为实例进行讲解的模

式’增加对微内核等新型操作系统架构、分布式和云计算平台、移动计算平台乃至物联计算

平台等相关内容的讲解°

其次,随着计算平台与环境的扩展和泛化,在计算机系统上运行的应用形态也趋于多样

化’而传统的操作系统教学更多关注底层运行机理’对上层应用的支持关注较少。在拥有众

多新的应用场景的新＿代计算环境下’操作系统的研究和教学不仅要关注底层设备和资源的

管理’以及计算机系统的运行机制,还要关注运行在操作系统之上的新型应用的开发、运行

和管理支撑平台与技术。

最后’操作系统教学的特点是层次多、内容杂’拥有很多的理论和技术知识点’为了帮

助学生全面掌握这些技术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在操作系统教学中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早

期的操作系统教材更多强调理论与方法’而不讲解实际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导致学生无法将

所学的知识映射到真实系统,从而不能很好地去解决实际问题;而过多关注某个实际系统的

实现’则可能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各种细节上’导致学生缺乏对全局与原理的整体把握,形

成思维定式而难以举＿反三°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陈海波教授等人编写的这本教材在上述很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

其＿’本书以ARM64体系结构为主’、面向多种体系结构’主要介绍微内核架构,同时也兼

顾了宏内核与外核等架构’体现了操作系统的“现代性”。其二’本书采月“问题驱动”的

思路’通过实际问题引出设计原理与实现方法;对同＿问题’讨论多种设计的优缺点以及不

同的适用场景’使读者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其三’本书在平衡理论与实践

方面做了很有益的尝试’针对教学与科研的需求’专门设计与实现了—个微内核操作系统’

将理论内容与代码实现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课程实验,读者可以通过动手实践’

进—步加深对操作系统的理解°当然’也需指出’本书还只是针对移动计算环境的改进和加

强, 目前尚未涉及物联计算环境°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操作系统领域的研究工作,不仅在操作系统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成果’还在工业界开展了深人实践°本书基于作者多年来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讲授

“操作系统,.课程的经验’经过提炼与整理结合了操作系统的经典理论、研究前沿和工业界

实践’为探人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与实现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学习资料与实践平台°通过这门

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可以建立起操作系统的完擎知识体系,为后续在计算机系统方向进行更

探人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已有的教学实践表明’这是—本值得操作系统相关领域的研究

人员、学生与工业界实践者保有的学习和参考书籍°

我国正在全面枪进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提于,加快建设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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