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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生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对新信息进行主动构建的过程，教学要以学生为中

心、设计教学环境、为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意义提供各种信息条件。针对软件工程课程的特点及其实践教学的不足，依

据建构主义理论，提出软件工程课程的案例教学法。该方法从精选案例、案例分析、案例总结、案例教学效果评价四方

面，给出软件工程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过程；同时，指出案例教学是在传统理论教学基础上实施的，以及案例教学过程

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案例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教学实践表明，该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软件工程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提高软件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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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vism believes that learning is a process which the students actively construct new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ir origin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and teaching should take the students as the center,design teaching 
environment,and provide various information for them to construct their own knowledge of the significance.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and the deficiency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is course,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ism theory in this paper.The basic proces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is given in the metho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case selection,case analysis,case 
summary,case teaching assessment.At the same time,in the process of case teaching,the case teaching is implemented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eaching,an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noticed are pointed.Finally,the method of case 
teaching assessment is given.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ftware analysis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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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从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两方面来看，建构主义理论强

调：知识是动态的，学生的经验世界具有差异性，学生学习

具有情景性、互动性和主动建构性。学生学习不是被动地接

收信息，不是由老师强迫性地灌输，而是学生根据自己已有

的知识背景，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外部信息，获得新知

识。学生学习知识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1]。教师要根据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设计理想的学习情

景，帮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主导

作用。

案例教学法于1910年在美国哈佛商学院最早被使用，20

世纪80年代初传入我国。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一定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由教师精心选择案例，案例往往是真实的、

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2]。通过案例情景教学，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独立思考、集体协作地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得出可靠的结论，使学生在主动学习的

过程中掌握课程的原理和方法，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

对学生今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软件工程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十分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

其理论性和实践性非常强。单纯的理论教学往往会使学生感

到枯燥乏味，失去学习的主动性。软件工程的理论来源于实

践，是实践的理论化和升华[3]，因此，只有将具体软件工程实

践引入课程教学，才能使教学生动具体，才有利于学生理解

和掌握相关知识。

2  软件工程案例教学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case teaching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目前，软件工程的课程教学大多采用理论教学为主实

基金项目：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2016JGA358).钦州学院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工程实践教育基地(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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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为辅的教学手段，理论教学课时数所占比例较大，实

验教学内容简单，教学中很少采用案例教学甚至没有案例教

学，学生普遍感到理论知识难以弄懂，即使似乎能够听懂，

也是似懂非懂，不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具体的软件开发项目

中。显然，这种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软件工程课

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忽略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忽略了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忽略了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根据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这

样的教学方法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4]。

案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通

过对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使学生主动学习，掌握课程涉及的原理和方法，是理论

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5]，是符合建构主义理论学习观、教学观

的教学方法。因此，有必要在软件工程的课程中采用案例教

学方法，通过来源于实践的真实软件工程案例，使学生在学

习案例的过程中深刻理解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

法[6,7]，并能够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今后的软件开发中，解

决实际问题。

3   精讲软件工程理论(Speaking precisely the theory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在自身已有的知识背景下构建

新的知识，而软件工程课程内容在其前面已开的课程中几乎

没有涉及，因此，教师在利用案例讲解前，必须给学生讲解

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让学生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感

性的认识，以便在今后利用案例讲解时学生能够结合已有知

识来理解案例，从而更深刻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所以，在

实施软件工程案例教学之前，精讲软件工程理论是必要的。

讲授理论知识时，教师是知识的呈现者，是知识的传

授者，对软件工程课程涉及的内容要抓住重点、难点和关键

点，精讲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尽可能使学生对

软件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为下一步的案例

教学做好准备。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课

件，采用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比如：讲授式、启发式、对

比式、小结式等方法进行教学。

4  软件工程案例教学法(The method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case teaching)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学习的动力来自生存环

境的压力；学习的过程是学生自己在头脑中，对知识的意义

进行建构的过程；知识不是由教师传授的，而是学生自己在

一定的“情景”中，借助他人的帮助，使用必要的工具和资

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的。

依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用案例建立“情景”，提

出一个任务，让学生明白本课程的学习目标；再建立“协

作”，让学生成为实现“情景”的主体，自己动手做，必要

时，教师和同学之间互助与合作。然后，建立“会话”，综

合所有课程的知识点，进行综合练习，提出学习过程中的问

题，学生之间商讨、交流彼此的意见与学习成果，共同完成

规定的学习任务；最后，学生实现“意义建构”，掌握所学

知识。

4.1   精选案例

案例是建立学习“情景”的关键，一个好的案例才能够

引发学生思考和探索，才能有效地进行案例教学[8]。目前，

软件工程中不乏成功案例，但对于具体的教学来说，还要注

意由简到繁、粗细结合等教学规律，精选若干个符合学生水

平、真实的小案例和1—2个综合案例。小案例侧重于重要知

识点的讲解，综合案例则贯穿课程始终，使学生全面理解掌

握实际软件开发中涉及的任务、方法、技术和工具。精选案

例时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1)目的性。软件工程课程的教学目标就是要使学生掌

握软件开发过程及其规范，掌握软件开发、管理、维护的方

法、技术及其工具。因此，在选取案例时，必须围绕这一目

标，使得每个小案例都能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软件工程涉及

的各个重要知识点，综合案例则能帮助学生理解整个软件的

开发过程，切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

提高学生软件开发、管理和维护的能力。

(2)真实性。案例必须来源于现实中的真实软件项目，这

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感受到软件开发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更

好地理解软件开发、管理、维护的过程。

(3)代表性。案例所涉及的软件规模大小、内容、方法、

工具等都必须具有代表性，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软件工程，

今后能够举一反三地解决实际问题。

(4)启发性。案例本身蕴含的问题必须具有启发性，学生通

过解决问题，能够获得启发，能够更好地理解掌握所学知识。

(5)生动性。案例本身必须是生动具体的，这样才可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进而积极地解决问题。

另外，精选案例时，教师还要考虑案例涉及的关键信

息、疑难问题、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以及对解决方案的恰当评价等。

4.2   案例分析

教师在精心准备好案例后，就要在课堂上进行案例的

讨论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充当一个与学生同样地

位的人，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权威，要把自己当成学生中的一

员，与学生共同探讨。这样，也能营造一个自由轻松的氛

围，让学生放松心情、积极思考、各抒己见。教师要认真倾

听、适时肯定和鼓励，并及时做出相应的评价。当学生没有

思路时，教师要进行必要的引导，使学生围绕案例涉及的问

题逐个地讨论、分析、解决，实质上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

成了“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总之，通过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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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讲解，教师要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弄懂了软件工程的相关

知识点，也知道如何将软件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具体的

软件开发、管理和维护中去。

软件问题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比如，数据流图、算法

设计、软件结构设计、类图等等在软件开发中就可以有多种

设计方案。因此，软件工程课程中的案例分析更注重分析过

程，而不要过多地强调结果。事实上，在这样的案例分析过

程中，学生更需要认真研究教材内容、相互讨论研究，才可

能在发言中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头头是道。总之，只要学

生在分析过程中，能够应用软件工程的原理和方法，有逻辑

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的案例分析课就是成功的。

4.3   案例总结

当一个案例讨论分析结束后，教师要及时总结。软件工

程涉及的案例往往有不同的答案，教师要对各种答案进行有

效的优缺点分析，在充分肯定学生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还要

肯定学生分析的亮点和独到的见解，同时委婉地指出分析中

的不足。在总结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问题的本质，结合具体实

际，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案例是用来说明原理和方法的，最

终都要归结到总结案例所涉及的软件工程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案例分析的作用。

在案例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学生重新审视案例、总

结归纳、消化提升，写出高质量的案例分析报告书。通过这一

过程，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和系统分析能力，而

且可以使学生更系统更深刻地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为学生真正实现“意义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4.4   案例教学效果评价

案例教学是否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可以采用以下两种

方法进行检查。

(1)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通过案例教学后，学生对所学

知识的掌握情况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对相

关知识是弄懂了还是模糊不清，对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思路

了还是不知从何处入手，对软件开发过程是有了清楚的认识

还是不知所措等等。

(2)有针对性的练习题。有时，案例教学后，学生还是

不能准确评价自己。事实上，仅有学生自身的评价也是不够

的。这时，教师有必要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题，让学生进

行自我测试，检查学生的完成情况，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学生

对软件工程的基本思想、概念、原理、方法和技能等的理解

和掌握情况。

总之，教师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学生完成作业的

情况，基本可以判断案例教学效果，从而能进一步改进案例

教学法。

5   结论(Conclusion)
在建构主义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的指导下，构建软

件工程的案例教学法。一般来说，先使用传统教学法讲授软

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所学的原理和方法，

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统一。该方法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提高学习兴趣，而且学生在案例的讨论、分析、归

纳、总结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了软件工程的基本思想、

概念、方法和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相互沟通、相互合作的能力，对学生今后从事软件开发、管

理与维护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该方法也要求教师本身

的知识水平、教学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综合素质较

好，并具有一定的软件开发、管理与维护的能力，这样才能

够较好地控制教学过程，实施有效的案例教学活动。我院计

算机相关专业的软件工程课程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已被

实施，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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