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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件工程课程是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针对目前在教学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从课程本

身的性质出发，结合教学培养目标，给出了一种项目驱动下的案例教学模式，对软件工程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

法。文中介绍了教学项目选择的一些标准，项目的综合性和难易度要适中，确保项目能够覆盖教学的各环节。同时，给

出了项目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和考核方法。经过近几年教学的不断总结和完善，项目驱动教学方法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实

际分析问题能力和动手能力，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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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urs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computer major in universities.In view 
of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ourse and combines 
the teaching training objectives to propose a project-driven case teaching model,which provides the teaching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method.The paper describes some standards of the teaching project selection,for 
example,the project should be appropriate in difficulty and comprehensiveness,so as to cover all the teaching aspects.At the 
same time,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f project teaching are given.After several years of teaching 
summary and improvement,the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in analysis and 
practice,achieving good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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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软件工程是大学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

的必修课程，是应用计算机科学理论和工程管理的方法，按

照进度和预算，实现软件产品的定义、开发、测试和维护的

工程。软件工程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1]。软件工程作

为用来指导计算机软件开发与维护的一门综合课程，已经由

最初的一门学科方向发展成为以计算机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多

学科交叉课程。通过软件工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

握软件工程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方法，同时具备作

为软件工程师所需的专业能力，为今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

和维护提供有力的指导作用。

2 软件工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Problems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teaching)

由于软件自身的一些特点，造成软件开发和维护都不能

很好地得到安排和实施。在传统的软件工程教学中存在以下

问题。(1)教学内容重视理论，教学实践不够，培养出来的学

生动手实践能力较差。(2)教学方式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学

生大多是被动的听课，未能积极地进行思考和深入学习，学

习的积极性不够。(3)在校学生基本没有参加过实际项目，没

有开发经验，对软件工程的内容感觉很抽象，不能很好地理

解知识，觉得软件工程没有实用价值。(4)教材中的案例缺乏

完整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大多是一些过时的示例，不能很

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5)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的基础水平

存在差异，教师未能很好地因人施教，基础较差的学生不能

很好地理解知识。现有的教学方式很难满足学生的实际教学

需求。

3   教学内容分析(Analysis of teaching content)
软件工程课程是一套较完整的教学体系，以培养学生实

践动手能力为最终目标，在教学内容安排上主要分为基础知

识教学、技术应用教学和技术实践教学三方面进行[2]。以张

海潘老师的《软件工程》教材、郑人杰老师的《软件工程导

论》教材为例，主要分为四大部分内容，分别是软件工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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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面向对象的软件开发方法、软件

维护和软件管理。在传统软件开发方法和面向对象软件的开

发方法中，都是围绕三个方面进行教学。

3.1   软件基础知识

在基础知识教学中，给学生讲解软件工程发展概述、软

件工程的基本思路和开发思想、软件工程的一些开发技术和

方法原理知识、软件工程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等内容。在这

一阶段的学习中，主要以知识教授为主，教师起主导作用，

要能够很系统地、完整地讲解软件工程的知识体系。软件基

础知识部分是软件工程课程的基础。在该部分讲解中，可以

采用一些举例教学方法，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

软件开发产生兴趣，才能很好地去学习下一阶段的内容[3,4]。

3.2   软件技术应用

该部分主要给学生讲解软件开发过程采用的基本思想，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明确软件工程技术的应用方法和思

路。该部分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主要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实

际问题的基本技术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当前流行的统

一开发过程、面向对象技术和统一建模语言(UML)为基础内

容，特别是采用UML的分析方法基本思路为重点进行讲解，

同时结合基本的案例进行完整的教学和展示。包括一些常用

的软件工具的使用与结合，例如Power Designer、Rational 

Rose、Star UML、Junit等工具和环境，使学生能够更好地

掌握软件工程的方法与技术[5]。在教学过程中，重点在于讲解

分析软件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思路。软件工具只是帮助实现开

发人员的思路，因此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讲解[6]。

3.3   软件技术实践

软件技术实践是软件工程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环

节。传统教学中往往对这部分内容不够重视，造成学生的学

习和实际脱节，对软件工程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因此，在教

学安排上，要注重技术实践环节。在软件工程教学中，实践

教学起着理论到实际的桥梁作用，可以通过项目选题、学生

组队的方式，采用答辩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讲解，只

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4  项目驱动下的实践教学(Project-Driven practical 
    teaching)

软件工程是一门实践很强的课程，在给学生讲解过程

中，必须要从实际案例出发，结合实际开发展开讲解。在案

例为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在指导老师的指

导下完成。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围绕教学任务和大纲为核

心，不仅要注重实践结果，更要注重学生在实际动手过程中

的具体问题解决和方法的培养。

4.1   教学设计基本思路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展开项目化实践教学设计。

(1)在学时分配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授达到对半分，必

须让学生从理论课堂解放出来，多在实验室完成必要的实践

课程学习。

(2)学生的组织上，要求学生按照团队组队进行实践，一

般为3—5人一组，每个组的组长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具有很

好的协调组织能力。组员要具有严格的分工，每个组员都要

参与系统的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等，但要由一个组

员重点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避免了

只有组长完成其他组员不管不问的现象。

(3)项目题目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

中，不仅在课上可以进行训练，在课后还需要进行综合的小

组讨论分析完成；其次，在题目选择中，要能够很有针对性

的训练，前后的依赖和关联尽量少，可操作性强。

4.2   实践教学的管理和考核办法

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中，着重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让学生能够积极地融入项目开发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去学

习。在教学管理中，模拟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制度模式，要

求各个组组长进行完全负责制，组内各个组员根据之前确定

的各自担当相应的项目角色，完成各自的任务。

项目驱动教学的考核中，可以采取多种样式结合的方法

完成，例如阶段性项目进度演示、各个阶段文档提交、项目阶

段性答辩、项目验收和结题答辩提问等形式进行评审考核。

4.3   项目驱动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的目标

软件工程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软件技术能力是关键，要

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进行教学。在实践教学中，完全按照项目

开发的基本思路进行分析教学，从而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以

下几方面的能力。

(1)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在项目实际开发过程中，学生是

主体。在开发过程中，学生会查阅很多相关的资料文档，搜集

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2)培训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

是按照分组进行的，小组成员在开发过程中要进行相关的讨

论和分析，每个阶段达成共识后方可进行开发，整个项目的

完成都存在组员之间的相互协调，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合作

能力。

(3)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创新能力。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学生接触各个类型的知识，从中可以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很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针对相同的问题，不同的

开发小组会有不同的开发思路，同学们可以大胆地分析和设

计，从而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5   项目教学的实施过程(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project teaching)

项目驱动教学中，要根据软件工程要求，一般将项目

管理过程分为可行性分析、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测

试、验收和维护等阶段[7]。在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内容都是

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择开发案例上要有很清晰的思路，帮

助学生进行理解和思考。为了能够很好地体现各个阶段的重

点，一般采用的教学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阶段组成，分别

为：项目选择—任务分析—基础知识学习—实践完成任务—

结果考核—评价总结六个阶段进行。从这六个阶段出发，可

以覆盖软件开发的整个过程，能够全面地提高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和问题的分析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

随时灵活地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灵活地调整教材的章节顺

序，打破常规的讲解顺序，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软

件分析设计的整体过程。

在项目实际实践开发过程中，将班级按照3—5人进行分

组，每个组为一个开发团队，分析实验项目的需求说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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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照要求完成软件的需求规格说明书。根据软件需求规格

说明的要求，分析设计软件系统的总体框架和功能结构，再

将设计好的各个模块分配给每个团队进行开发。在分配模块

时，可以将同一个模块分配给不同的几个团队进行开发。在

开发过程中，团队之间可以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团队内部

成员之间一定要进行明确的分工，包括模块业务流程设计、

模块程序流程设计、数据库分析设计、模块接口设计、模块

代码的编写、模块测试、文档的书写等，要求组员之间分工

完成。当各个团队的模块开发完成之后，要求所有的小组进

行一次对接，此时需要老师从宏观上对项目需求进行一定的

梳理，再次明确项目的任务需求，重点引导学习如何对不同

小组的模块进行集成。然后开发不同模块的小组进行自愿的

结合，将各个小组完成的不同模块进行有效的对接和集成。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锻炼同学们之间的沟通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进行测试的同学要完成集成测试的工作。此阶

段完成之后，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就搭建起来了。在实际应

用中，一个软件项目随着用户的使用，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

修改，或者后期由于业务的不断拓展，软件不能满足需求，

要进行必要的完善。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要能够进行必要的

维护工作。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从实际出发，在系统开发完成

之后，要求在需求变动的情况下，再次要求学生进行开发工

作。同样，可以按照模块进行修改维护。此时，要求小组做

好必要的维护修改文档记录。

在项目开发管理过程中，实行每周固定时间到实验室开

例会，要求每个组长必须参加，组员在时间允许情况下也要

参加。在例会上，首先汇报各个团队小组的进度情况、遇到

的问题、计划如何解决、下一步的安排等，从而保证了每个

小组的项目进度把控。其次，小组之间进行必要的探讨，特

别是在集成开发过程中，各个小组确保能够及时交流沟通，

进一步提升和锻炼学生之间的协作沟通能力。

软件项目开发是一个系统的复杂过程，要提高学生的

实际动手能力，必须要严格要求，不能有一点疏忽。在教学

过程中，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时刻把控学生的状态，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发现学生有共性的问题存在时，

可以对理论知识点进行完善和深入的讲解，只有通过反复对

软件工程知识点的学习和技术方法的练习，才能提高学生完

成任务的能力。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每个阶段完成项目任务

后，一定要求学生对每个阶段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书写总

结报告。报告中要说明项目存在和发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整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等等。只有不断地总

结，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的能力。

6  教学项目案例资源的整合(Integration of teaching 
     project case resources)

近几年来，软件工程教学团队对各环节都进行了必要的

记录和整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资源，为教学提供了很

好的教学素材和保障。其中，在项目教学库中，结合实际的

工程项目，添加了很多实际应用型的项目，真正让学生参与

到实际的项目开发中[8,9]。

(1)建立典型的教学案例资源库。在教学案例资源库中，

将教学的典型案例按照章节进行分类，可以很好地组织和安

排教学，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很好的教学素材。教学案例资

源的整理是不断完善和更新的过程，需要任课教师不断地挖

掘和整理，保证案例库都是近期具有实际意义的项目，确保

学生能够有兴趣地投入到开发分析当中。

(2)建立合理完整的实践教学项目库。在实践教学环节

中，结合近年来具体的教学内容，同时参考了一些程序设计

大赛的要求，从各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进行完整的分

析和设计，形成了较为完整合理的项目库，提供给学生进行

实践能力提高的重要资源。在项目库中，大多数项目都是从

实际中提炼而来，完全不同于课内的实验。项目库中的具体

项目可以进行必要的拆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将其中

一部分提取出来进行讲解，着重体现基本分析思路，同时要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7   结论(Conclusion)
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已在我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

班级里进行了多次，取得很明显的效果，同时也得到同学们

的一致好评。学生的软件开发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项

目驱动的案例实践教学法，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软件工程的原理方法和技术，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在项目案例开发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学

生尽可能地接近实际开发，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并学

会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同工作。项目驱动教学法是对传统教

学方法的补充，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课堂理论的教学过

程，同时对各个章节的教学内容进行认真分析并编写教案，

寻找合适的教学案例，不断对案例进行修改和补充，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培育出应用型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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