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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一）适用专业：

软件工程，软件工程（3+2），物联网工程，物联网工程（3+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2），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3+2）

（二）课程代码：

3DX1045A，3DX1046A

（三）学分/课内学时：

3学分/48学时

（四）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

（五）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理论课）

（六）先修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及应用，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结构

（七）后续课程：

软件项目管理，毕业设计

二、课程教学目标
操作系统原理（The principle of Operating System ）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

门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获得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学生对目前 OS 组件的

重点实现技术进行单元案例剖析，通过实际来加强对理论的理解。课程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际动手和软件阅读能力。通过

融入思政元素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学生具有计算机系统开发人员所具有的

专业能力、科学思维方法、工程伦理意识、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同时具有振兴

系统软件的责任担当。

课程目标及能力要求具体如下：

（一）具体目标

目标 1：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类型，操作系统的管理目标

和主要功能，操作系统与用户的接口方式，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理解并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中进程及处理器管理，存储器管理，I/O 管理及

文件管理的实现思想，实现技术及实现过程。

（对应毕业要求指标点 4.1）

目标 2：了解操作系统实现时遇到的各种典型问题，并掌握该问题的解决策

略及具体的实现算法，深入理解该策略及算法实现在实用操作系统中的应用及其

局限。能够分析操作系统设计和实现的解决方案，通过阅读部分源代码提高代码

阅读能力与代码编制与调试能力，能够通过代码模拟操作系统的原理算法，并撰

写实验报告。

（对应毕业要求指标点 4.2）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评价方式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
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对复杂
软件工程问题用科学方法对
其进行研究，包括建立软件
模型，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分析与解释数据，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4.1 能够识别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组成并了解工
作原理，了解计算机硬
件、系统软件、网络等
工作原理

目标 1

操 作 系 统 概
论，进程管理，
调度，存储器
管理，文件管
理，I/O 管理

平时作业
实验

试卷考核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
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对复杂
软件工程问题用科学方法对
其进行研究，包括建立软件
模型，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分析与解释数据，并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4.2 能够理解系统软件
的设计思路和基本原理
并能够运用相应原理采
用科学方法解决具体问
题理解操作系统、数据
库管理系统等复杂软件
系统的设计原理，并采
用科学方法进行试验以
解决具体复杂软件工程
问题，具备初步工程研
究能力

目标 2

进程管理，调
度，存储器管
理，文件管理，
I/O 管理

平时作业
实验

试卷考核



三、教学内容与方法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学习产出要求
推荐
学时

推荐教
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备注

1
操作系统

概论

1)操 作 系 统 的
概念
2)操 作 系 统 的
类型
3)操 作 系 统 的
功能
4)操 作 系 统 的
特性
5)操 作 系 统 与
用 户 的 接 口
6)OS 结 构 设
计。

1. 掌握：操作系统的
概念及操作系统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
操作系统不同类型
所对应的历史阶段
及各自的特点；操
作系统的功能有哪
些，及各自的含义。

2. 理解：操作系统的
目标；操作系统的
特性及性能指标；

3. 了解：操作系统的
结构设计与方法

4 讲授 目标 1

2
进程的描
述与控制

1）前趋图
2）进程的描述
3）进程控制
4）进程同步
5）信号量机制
6）经典进程的
同步问题
7）进程通信
8）线程

1. 掌握：进程的特征；
进程的基本状态及
转换；进程的控制；
同步机制及经典进
程的同步问题；进
程通信的类型。

2. 理解：进程的定义，
进程管理中的数据
结构，进程同步的
基本概念，信号量
机制，经典进程的
同步问题，。

3. 了解：管程，进程
通信的消息传递系
统；线程

10
讲授

案例式
讨论

目标 1
目标 2

3
处理机调
度与死锁

1）处理机调度
的层次和调度

算法的目标
2）作业与作业
调度，进程调
度，实时调度

调度算法
3）调度时机与

调度过程

1. 掌握：作业与作业
调度；进程调度算
法（轮转调度算法，
优先级调度算法，
多队列调度算法）；
实时调度及实时调
度算法；死锁的避
免方法（系统安全
状 态 ， 银 行 家 算

6
讲授

案例式
讨论

目标 1
目标 2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学习产出要求
推荐
学时

推荐教
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备注

4）死锁 法）。
2. 理解：处理机调度

的层次和调度算法
的目标；理解多道
批处理系统；进程
调度的任务、机制
和方式；最早截止
时 间 优 先 EDF 算
法，最低松弛度优
先 LLF 算法

3. 了解：优先级倒置
的含义，后果及解
决方法。

4
存储管理

器

1）存储器的层
次结构
2）连续存储管
理方式
3）页式存储管
理的基本原理，
思想，内存分配
原则，页表和页
表地址寄存器，
页表与地址转
换，快表，页的
共享与保护）；
4）段式存储管
理
5）段页式存储
管理
6）虚拟存储管
理（虚拟存储器
概述，请求分页
存储管理，请求
分段存储管理，
页面转换算法）

1. 理解：存储器的层
次结构；物理地址
和逻辑地址；程序
的 装 入 与 链 接 含
义；页式/段式/段页
式存储管理的基本
原理；请求分页存
储管理思想；请求
分 段 存 储 管 理 思
想。

2. 掌握：连续存储管
理方式（单一连续
存储，固定分区存
储管理，可变分区
存储管理）；页表/
段表与地址转换；
页面置换算法。

3. 了解：程序的装入
与链接；连续存储
管理；段页式存储
管理，

8
讲授
翻转
讨论

目标 1
目标 2

5 I/O 管理

1）设备管理概
述
2）I/O 系统结
构及控制方式
3）中断技术
4）缓冲技术

1. 理解：设备管理的
设计目标；虚拟设
备的实现原理；通
道 技 术 的 实 现 技
术；设备分配的原
则与实现原理。

2. 掌握：设备的类型

6
讲授
翻转
讨论

目标 1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学习产出要求
推荐
学时

推荐教
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备注

5）通道技术
6）设备分配与
设备处理
7）磁盘管理
8）虚拟设备/S
POOLing 系统

和性能；设备管理
的功能；I/O 系统结
构与控制方式；缓
冲技术；通道技术；
设备分配与处理过
程；虚拟设备的原
理及实现。

3. 了解：虚拟设备；
磁盘管理。

6 文件管理

1）文件和文件
系统

2）文件的结构
及存取方式

3）文件目录管
理

4）文件存储/
辅存空间管理
5）文件的共享；
6）文件的保护

与保密。

1. 掌握：文件的分类
和功能；文件的组
织和存取方式；文
件的存取方法；文
件目录结构及目录
管理；文件存储空
间的管理方式；文
件共享的实现。

2. 理解：文件和文件
系统的概念；文件
系统的层次结构；
文 件 的 组 织 结 构
（逻辑结构和物理
结构）；文件系统的
组织方式；外存组
织方式。

3. 了解：文件的保护
与保密。

6
讲授
翻转
讨论

目标 1

7 实验一
进程的创建与

调度

1）通过代码的执行
理解进程创建的相
关理论；
2）掌握进程创建的
方法；
3）理解并掌握进程
相关的数据结构；
4）理解并掌握进程
调度算法的思想，
并对进程调度算法
进行改进。

2
讲授
示范
实操

目标 1
目标 2

8 实验二
死锁的检测和

预防

1）理解并掌握进程
的并发执行
2）通过实验，观察
进程死锁发生的原

2
讲授
示范

实操

目标 1
目标 2



序
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学习产出要求
推荐
学时

推荐教
学方式

支撑
课程目标

备注

因，理解死锁的预
防如何实现
3）编程实现银行家
算 法 完 成 死 锁 检
测，并给出执行序
列和执行结果

9 实验三
存储器管理模

拟

1）加深对可变分区
存储管理的理解；
2）加深对首次适应
算法的理解与应用
能力；
3）能够编程实现其
他类似的存储分配
算法

2
讲授
示范
实操

目标 1
目标 2

10 实验四
内存页面置换

算法

1）设计并模拟请求
页式存储器中的页
面置换算法，掌握
请求页式管理的页
面置换算法；
2）了解虚拟存储技
术的特点；
3）进行功能测试并
分析所得结果；
4）统计不同的可分
配内存块数，分析
不同算法效率情况
对比。

2
讲授
示范
实操

目标 1
目标 2



（二）教学方法

教师在开展教学时采用课堂教学与在线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时，可采用讲授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翻转教学等。

（1）讲授式教学法主要应用于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学，应注意深入浅出、

抓核心知识点，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学习习惯，围绕知识点特点进行教学设计。

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运用操作系统中的原理及方法分析专业相关工

程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实践能力。

（2）案例式教学法主要应用于操作系统中原理和相关算法的教学，应注意

实际系统中案例与操作系统原理方法的联系，应注意案例的选取和再设计，使其

便于结合算法原理，使学生能理解原理和应用方法进行实践（如多线程编程等）。

（3）翻转教学法主要应用于重点难点内容。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们在课前完

成相应的线上教学视频观看，课中教师进行讲解，后期学生完成该内容的作业或

实践。

2.在线教学

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除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上述教学方法，

同时应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在课前、课中、课后对学生进行教学支持。

教师应鼓励学生按照学习基础，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进行基础性或深入性

的学习。

教师还应注意在线学习数据的分析与反思，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线上学习

效果合理设计课堂教学内容，尽量不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混合式教学的教学效果除了通过平时作业、随堂测验、课堂互动、期末考试

等进行检测外，还可通过线上作业、看视频测验、讨论互动、分组任务、答疑等

方式进行检测。

2.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操作系统原理课程中重要的实践环节，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操作

系统原理及方法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能力。课程必做实验 4 个，各实验按照

实验指导书的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并提交实验报告。

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自主实验。

四、考核及成绩评定
（一）考核内容及成绩构成

（填写说明：对应课程目标设计考核内容、成绩评定方式、目标分值，以及目标达成度



计算方法。课程考核成绩包括平时考核、期末考核两个部分。平时成绩可采用平时作业、课

堂讨论、随堂测验、阶段测验、期中测验、实验、小论文、调研报告、平台训练等方式进行

评定；期末成绩可采用上机考试、纸笔考试、答辩面试、大型作业等方式进行评定。注意，

高支撑课程相应目标的考核分值应高）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成绩
评定
方式

成绩占
总评分
比例

目标成绩
占当次考
核比例

学生当次考核平均
得分

目标达成
情况计算

公式

目标 1：掌握计算机

操 作 系 统 的 基 本 概

念，基本类型，操作

系统的管理目标和主

要功能，操作系统与

用户的接口方式，操

作系统的结构设计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理

解并掌握计算机操作

系统中进程及处理器

管理，存储器管理，

设备管理及文件管理

的实现思想，实现技

术及实现过程

操作系统的特征，进

程的描述与控制，进

程同步，处理机调度

与死锁，存储器管理，

设备管理，文件管理

平时

作业
15% 75% A1

(A1∕75%×

15%+B1∕7

5%×15%+C

1∕50%×3

0%)÷60

进程的创建与同步，

死锁的避免，存储器

管理，页面置换算法

实验 15% 75% B1

操作系统的特征，进

程的描述与控制，进

程同步，处理机调度

与死锁，存储器管理，

设备管理，文件管理

的基本概念，原理，

方法

笔试

考试
30% 50% C1

目标 2：了解操作系

统实现时遇到的各种

典型问题，并掌握该

问题的解决策略及具

体的实现算法，深入

理解该策略及算法实

现在实用操作系统中

的应用及其局限。能

够分析操作系统设计

和实现的解决方案，

通过阅读部分源代码

提高代码阅读能力与

代 码 编 制 与 调 试 能

力，撰写实验报告。

了解操作系统实现时

遇到的各种典型问题

平时

作业
5% 25% A2

(A2∕25%×

5%+B2∕25%

×5%+C2∕5

0%×30%)÷

40

掌握该问题的解决策

略 及 具 体 的 实 现 算

法，通过阅读部分源

代码提高代码阅读能

力与代码编制与调试

能力

实验 5% 25% B2

深入理解该策略及算

法实现在实用操作系

统中的应用及其局限

笔试

考试
30% 50% C2

总评成绩（100%）=平时作业（20%）+实验（20%）+

笔试考试（60%）
100% —— ——



（二）平时考核成绩评定

实验：必做实验 4 次，支撑目标 1、目标 2，共占总评分 20%，目标 1 占 10%、

目标 2 占 10%。对应目标的评分标准如下：

对应目标
目标 1：能够运用编程实现进程的创建与同步，死锁的避
免，存储器管理，页面置换算法，顺利完成实验。

目标 2：能够分析操作系统
设计和实现的解决方案，通
过阅读部分源代码提高代码
阅读能力与代码编制与调试
能力，撰写实验报告

考查点 实验操作 实验内容 实验报告

成绩比例 30% 30% 40%

评
分
标
准

100%
至
90%

能够根据实验指导书完成实
验。实验态度认真，操作能力
强，操作、记录规范，沟通、
协作很好。

实验记录全部完成无遗
漏，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绘图数量足够且正确，实
验方案有自己独到的思
路与见解。

有很强的总结实验和撰写报
告的能力，实验报告内容完
整、正确，有很好的分析与
见解。文本表述清晰，书写
工整，格式规范。

89.9%
至
80%

能够根据实验指导书完成实
验。实验态度认真，操作能力
强，操作、记录规范，沟通、
协作良好。

实验记录比较完整，内容
比较丰富、图文并茂，手
工绘图数量足够且基本
正确，实验方案有自己的
思路与见解。

有较强的总结实验和撰写报
告的能力，实验报告内容完
整、正确，有较好的分析与
见解。文本表述较为清晰，
书写比较工整，格式规范。

79.9
至
70%

能够根据实验指导书完成实
验。实验态度比较认真，操作
能力较强，操作、记录规范，
沟通、协作正常。

实验记录比较完整，内容
比较丰富，手工绘图数量
足够且基本正确。

有良好的总结实验和撰写报
告的能力，实验报告内容较
完整、正确，有自己的分析
与见解。文本表述较为清晰，
书写较为工整，格式较为规
范。

69.9%
至
60%

基本能够根据实验指导书完
成实验。实验态度不太认真，
操作能力一般，操作、记录基
本规范，有沟通、协作。

实验记录基本完整，内容
基本够，手工绘图数量基
本够但有少量错误。

有一定的总结实验和撰写报
告的能力，实验报告内容基
本完整、正确，没有分析或
见解。文本表述基本清晰，
书写基本工整，格式基本规
范。

59.9%
至
0

动手操作能力差；操作、记录
不规范，实验中不能与合作者
进行沟通、协作，不能正确使
用仪器设备。

实验记录未完成，内容不
够，手工绘图数量不够、
错误多。

总结实验和撰写报告的能力
差，实验报告内容不完整、
错误多。文本表述不清晰，
书写潦草、格式不规范。



五、参考学习资料

推荐教材 1：《计算机操作系统》（慕课版），汤小丹，王红玲，姜华等，人民邮

电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1 版，ISBN：97875115561152

参考资料 2：《操作系统原理及 Linux 内核分析》，李芳，刘晓春，李东海，清华

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3 版，ISBN：9787302631705

参考资料 3：《操作系统原理、实现与实践》，李治军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 版，ISBN：9787040492453

参考资料 4：《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训教程》，范辉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第 3 版，ISBN:9787040436921

制订人： 祝华正 审核人：邱自成

（填写说明：教学大纲由课程负责人制订，课程所属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审核。课程负

责人本人是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的，由课程所属学院负责人或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专业

的委员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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