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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model i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university’s emphasis on theory leads to the weak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and the problem of less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actical engineering cases in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ching classroom, and combines the theory and best practice method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with role-playing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real engineering projects,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dif�culties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context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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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软件开发模式也在不断变化。高校偏重理论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实践能力弱，理论与实践联系少
的问题制约了学生发展。针对该问题，本文研究在软件工程教学课堂上引入实际工程案例，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背景，以角色
扮演方式将软件工程的理论和最佳实践方法结合起来，使得学生能够快速理解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难点，深入理解
并掌握软件工程课的脉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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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软件工程课程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一门关键专业基础

课，其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从工程项目管理的视角审视软件

开发过程的思想意识，灵活地掌握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过程

的需求分析、设计、开发、测试和维护方法等。它具有知识

面广、工程实践性强等特点，对提高学生的软件项目分析能力、

开发测试能力和系统运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学生了解

软件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发过程中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具备较

全面的工程技术实践能力，从而能在毕业后，快速的胜任工

作职责要求，切实达到企业的岗位技术要求目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软件需求多变、交付周期缩短，因此敏捷开

发模式也更加适合软件需求的快速迭代。

由于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授课老师参与实际项目的深

入程度不同，自身对软件工程的理解深度也不同。高校目前

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普遍偏重于基础理论讲解，工程项目实

践内容比例较少，导致大多数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偏弱，软

件开发规范缺乏标准化、系统化的训练，学生开发效率低、

开发质量差、团队之间缺少有效配合方法，这些因素也导致

学生毕业分配到用人单位后，需要用人单位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对其进行系统培训后才能真正投入到实际项目开发中，

既给用人单位和学生本人造成了大量培训时间的浪费，同时

影响到社会对学校的学生能力和技术水平评价。针对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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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文在分析软件工程课程特点和教学目标后，在教学过

程中引入工程案例作为教学材料，通过对实际工程项目的案

例分析解读和面对面交流讨论，以角色扮演方式让学生亲身

体会软件开发的所有过程：诸如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

实施等过程。该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将本课程的基本理

论完全融入工程案例的实际开发过程中，让学生针对具体的

工程案例进行实际操作，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

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

加强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环节教学研究已经引起了很多教

师的注意和思考，主要有工程案例的研究 [1-4] 或者案例库建设 [5, 

6]，还有项目驱动的案例教学 [7, 8] 等。本文结合作者多年的大

型工程项目开发经验和心得体会，在教学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工程案例的软件工程教学方法，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侧重以

软件工程的思维对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管理，加强对

学生实际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2 工程案例导入

在授课开始，讲解软件工程基本概念后，就将学生切入

到一个实际的工程案例中，通过工程案例的背景介绍，让学

生通过角色扮演方式亲自饰演开发团队中的不同角色，以游

戏方式能够让学生快速置入角色中，从而换位思考在软件开

发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加深对整个开发过程的理解。

软件开发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明白软件项目的开发目

标，达到开发目标是判断一个软件最终能否成功的重要依据。

同时要求深刻理解软件的相关干系人，他们是决定项目成败

的关键人物，必须做好有效的沟通协调。然后明确项目的功

能需求范围和边界，这是决定项目内容的最重要指标，也是

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必须要和学生讲明白很多项目的失败

都是由于需求不清导致不停返工使得时间超期、成本超出预

算。最后要求明确整个项目的时间节点要求，这是决定整个

项目周期的关键因素，必须从功能范围边界、技术深度要求、

现有团队成员的实际情况综合评估，并留有适当的余量。

3 软件生命周期过程管理

软件生命周期过程管理是指从软件开发立项开始到项目

交付实施再到软件停止维护的全过程。为了更好的进行持续

可追溯、可量化的过程管理，一套高效的过程管理软件是必

不可少的，本文以微软公司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TFS）

为例，按照敏捷开发的模式进行团队软件开发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

3.1 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需求分析是根据用户故事导出软件需求的过程，可

以通过任务分解，生成具体的可量化的开发任务，并撰写需

求分析说明书。

3.2 软件任务分配

项目经理可以通过 TFS 非常方便的分配任务给相关开发

工程师，并评估指定任务的时间节点，如图 1 所示。开发工

程师通过自己的 VS 开发环境就方便获取到自己的任务，大幅

减少了沟通成本。

图 1 任务分配

3.3 源码版本管理

TFS 适合不同规模的团队开发，非常方便的管理整个团

队的源码，如图 2 所示，实现代码的同步开发。不同的代码

分支策略使得团队可以同时开发维护多个软件版本。

图 2 源码配置管理

3.4 软件测试管理

基于 TFS 可以进行测试管理、自动化测试脚本录制、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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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机测试等，bug 的生命周期管理，如图 3 所示，在开发、测

试人员之间提供了高效的沟通过程管理。

图 3 Bug过程管理

3.5 持续集成管理

团队开发过程中可以方便的持续集成得到编译后的版本，

并进行系统测试。

3.6 报表管理

TFS 基于数据仓库可以提供灵活的项目过程管理报表，

图表可视化界面提供了丰富的报表，一站式了解整个项目的

状态，如图 4 所示，给软件项目过程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工具

支持。

图 4 报表查询

通过 TFS 的软件支持，我们可以给学生演示整个生命周

期过程的高效协同，从需求导入、任务分解、进度管理、配

置管理、测试管理、运行交付等一个软件开发的全过程，各

个开发技术岗位之间是如何配合完成项目目标，加深学生对

于软件开发流程和过程管理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4 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引领软件开发模式也在不断发生

深刻变化。当前高校的软件工程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实践能力

弱，理论与实践环节不能有机衔接，难以满足市场的人才需求。

本文针对该问题研究在软件工程的教学课堂上引入实际工程

案例，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背景，以角色扮演方式将软件工程

的理论和最佳实践方法结合起来，同时借助 TFS 的过程管理

工具软件，使得学生能够软件工程的角度快速理解软件全生

命周期开发过程中的难点，较好地掌握软件工程的课程知识

体系，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软件开发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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