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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分析了软件工程课程现状的基础上，找出了传统软件工程实践教学中时间不集中、实践内容不具

备挑战性等不足。针对这些不足，本文分别从实验内容设计、组织方式和实施步骤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在《软件工

程》实践教学中采取的新模式和改革措施。通过实践教学的改革，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教学效果明显改善，真正起到实践教学推动理论学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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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the paper find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such as scattered course arrangement and 
unchallenging practice content.In view of these deficiencies,this paper respectively expounds the new model and reform 
measures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experimental content design,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Through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bility,teamwork 
ability,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independent problem-solving skill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The reform obviously 
im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promoting role of practice teaching on the theoretic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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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自1968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软件工程[1]一词以来，经

过将近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集软件工程原理、软件工程方

法、软件工程模型、软件工程环境、软件工程管理等内容于

一身的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通过对《软件工程》课程的

学习，学生能够了解软件开发的各过程阶段，选择合适的过

程模型和开发方法，熟悉使用项目管理中的相关技术，编写

各阶段的文档资料，为日后学生在做毕业设计和踏上软件开

发的工作岗位时打下一定的基础。

2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软件工程》课程按软件生命周期划分成若干阶段，如

图1所示。学习掌握软件过程模型，选择合适的开发方法和开

发工具，并且还要将管理和工程化的思想融于其中，如进度

管理、人员管理、经济管理等。因此，《软件工程》课程采

用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通过理论课程学习软件

开发技术，全面了解软件系统的实际开发过程。但理论教学

知识抽象，通篇都是文字，需记忆的内容多，学生们感觉比

较枯燥。怎样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软件的生命周期各阶段？

怎样将技术、方法和思想真正地融合于软件开发当中去？

《软件工程》课程的实践教学就显得尤其重要。一个好的实

践教学，会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学到的知识点能够得到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对理论学习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而且

有时实践教学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创新点，这样更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也能丰富教师的理论知识，做到授课的时候

实例信手拈来，因此实验与理论教学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

 

图1 软件生命周期模型

Fig.1 Software life cycle model

基金项目：山东英才学院2015年教改项目(YCXY-X20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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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软件工程》课程的特点和培养计划的安排，本学

院安排该课程理论学时较多，实验学时很少，而且实验时间

也很分散，即两周上一次课。实验课内容只能要求学生利用

CASE工具，按照老师提供的系统进行建模和编写软件开发各

阶段的文档。由于缺乏挑战性，导致学生对此不感兴趣，照

搬照抄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不仅学生的实践能力没有真正

地得到锻炼，而且也没法推动理论教学。因此如何开展能够

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实践教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3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实践(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基于以上，在《软件工程》实践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该

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已迫在眉睫，希望通过实践改革，能确

实提高学生的分析、设计、沟通、管理等各方面能力，于是

我们主要从实验内容设计、组织方式和实施步骤这三个方面

对《软件工程》实践教学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的尝试[2,3]。

3.1   实验内容设计

设计的题目受到时间、学生能力等因素的限制，不能

太难，也不能过于简单，因此需要严格把关。如果选择诸如

“图书馆管理系统”“成绩管理系统”等题目[4]，这些系统对

于学生来说过于熟悉，易于掌握系统的需求，学生们就不会

花费太多的精力去进行需求调研，而是直接进行编程，从而

就会产生“软件开发=编程”的误区，总是认为编程是最重要

的；同时也丧失了锻炼自己沟通、合作等方面能力的机会；

此外，学生对此类题目缺乏兴趣，只会应付了事。由此可

见，软件工程实践中应采用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即可结合本校

实际情况，就地取材，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调查研究)，而且还

要具有适当难度(日后可以进一步扩充完善)的题目，如学生宿

舍管理系统。学校目前没有类似的系统，学生参与度高，这

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开发热情，还能培养他们的沟通、合作及

各方面综合能力，从而真正达到课程实践的意义。

3.2   组织方式

软件工程实践课程意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交流

沟通能力和软件研发能力，让他们获得较真实的软件开发经

验，从而丰富他们在校期间无开发经验的经历，为日后进入

软件开发公司打下基础。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仿企业职责分配

式的“项目小组”形式。先让学生自由选组，然后再根据学

生能力统一调配，最后确定每组人员5—6人，推选出一名项

目负责人，由其召集小组成员选定开发题目。

企业中会按照职责分配设置为系统分析员、设计员、程

序员和测试员等，但是就现在大三的学生来说，不能完全仿

照这种方式来。从图2来看[5-7]，学生目前学习较多的是程序设

计课程，而分析与设计工作才刚接触。如果采用职责分配的

方式，显然不太合适，因此在此阶段采用“共同合作，集思

广益”的方式，学生们共同分析要与之打交道的用户，选择

合适的沟通方式，共同设计调查问卷等，帮助部分学生克服

“不知道怎样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理问题，提高了他们的

沟通技巧，增强了分析能力，更便于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而

在编程时，需要项目负责人进行合理分工，责任明确。这样

的实践组织模式，既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又能锻炼

他们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图2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方案结构

Fig.2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cheme structure

3.3   实施步骤

软件的生命周期各阶段被划分成问题定义、可行性研

究、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和单元测试、综合测试和软

件维护阶段，而在实验过程中，我们把部分阶段进行了简

化，具体详见表1[8]。而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并不是所有

阶段都适合在实验室进行，有些任务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在课

后完成，如需求调研等。因此就将实践上课时间进行了调

整，由原来的分散上课，调整成将16节实验课集中在一个月

内上。这样既能保证前期学生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设

计，也能促进他们在后期进行系统联调。

表1 软件工程实践实施步骤

Tab.1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practice

阶段名称 经历时间 任务 指导教师任务

确定小组

与项目
2周

确定小组成员和负责人，

然后从备选的题目中选

题，确定题目

指导教师对学生小组成员进行

合理调整,尽量做到强弱搭配,

共同进步

需求分析 4周
确定系统所涉及的用户，

展开调研，获取用户需求

组织学生进行1次课堂讨论，

每组委托1人或多人进行讲解

系统设计 4周

进行总体设计和详细设

计，并将重要功能模块进

行算法描述

指导教师进行审核

编码和

测试
6周 编写程序，然后进行测试 安排学生演示软件，进行答辩

总结 撰写心得体会，进行交流 组织学生进行1次总结讨论

4  《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改革效果(Reform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目前，《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改革已在山东英才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中进行了实施，教

学效果有了明显地改善。第一，学生的参与度很高，很有兴

趣。如开发“班主任管理系统”小组，在需求分析阶段大家

畅所欲言，积极踊跃，本来计划只有一人进行讲解，结果该

组有三人上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第二，实践教学推动了理

论知识的学习。在开发系统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学生

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知识，如查找书籍，请教老师和同学，

从网络中寻找答案，因此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得到大大提高。

第三，学生的综合能力明显增强。学生的管理能力(尤其是项

目负责人)、团队合作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

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虽然学生们所做的系统并不那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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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成长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学

生们体验到了软件开发的整个过程，感受到了来自团队合作

的魅力，这才是软件工程实践教学的真正意义。

5   结论(Conclusion)
从《软件工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效果看，我们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同时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以后随着软件工程

实践教学模式的日趋完善，学生们的各项能力必将得到持续

稳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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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

6.1   即时性

评价软件可以及时让师生、生生之间进行互评，而且教

师可以即时看到全体同学的学业评价，更有利于现场改进教

学工作。

6.2   针对性

评价软件的检测可以准确测出每一个学生对单个知识

点的掌握程度，并进行统计汇总，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学习

状态。

6.3   全面性

软件评价的对象、内容、评价方式都比较全面。如超星

平台教学评价不仅可以通过对学生考试与测验来评价学习效

果，还可以对教师教学工作，包括教学设计、课堂活动组织

和实施进行评价。评价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

6.4   客观性

相对于教师个人主观评价，软件评价的评价量表更加细

致，结果也就更具有客观性，当然它的准确性依赖于程序软

件的制作水平。

6.5   便捷性

相对于过去的教师手工批阅作业试卷，软件评价具有更

大的便捷性。它将教师从烦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可

以让他们更多地关注课堂教学过程的改善。     

7   结论(Conclusion)
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支持人体结构教学中具有多方面的优

势，能有效改善教学效果和提升教学质量，学生学业成绩均

分提高20%以上。计算机辅助教学已进入到互联网“共享教

育”时代。它改变了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师生关系，颠覆了传

统课堂，促进了教师从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向教学过程管理

者转变。同时，也变革了学生的传统学习方式，为学生创造

交互式学习环境，将学习知识的过程剥离了课堂，有利于针

对性的个别指导。尤其是人机“一一对话”的教学模式，更

使学习成为一个不受束缚的自由活动。

当然，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过度使用也带来一些负面作

用，例如不利于人的社会化，弱化学生的形象想象能力和逻

辑思维能力。所以在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

从教学的目标出发，依据学习者的特征，采取具有教育性、

科学性、实用性的信息化手段，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为宗

旨，为学生终身学习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近几年出现的VR(虚拟现实技术)从理论上讲可以对人体

结构进行高精度的3D仿真模拟。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不断发

展，今后这一技术必将成为人体结构课程教学中最得力的教

学辅助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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