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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件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是“保证交付高质量的软件”。
也许从最终目的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单纯只是软件测试本身是无法为软件的质量提供保证的。
软件的质量是从需求分析甚至是刚刚产生软件相关概念的时候就开始产生，受到整个开发过程影响的
一个性质，而测试只是用来将这一性质数值化、表面化的过程。
是不是拥有良好的测试过程就能够保证交付高质量的软件呢？
显然是不够的。
要保证软件具有较高的品质，需要管理、开发、测试等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管理部门如何看
待测试，如何利用测试获得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们按照一个预定的过程对软件进行测试，却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时，往往会说：“这次测试
失败了。
”或者是“这个测试没有通过。
”而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软件在这个测试中失败了。
”或者是“软件没能通过这个测试。
”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说法上的差异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只是文字游戏。
但是事实上，它反映了大家对于软件测试的心理误区。
人们往往并不能很清楚地区分测试与除错、开发过程甚至是软件本身的关系。
而这一误区正是导致对测试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夸大或者忽视测试的作用的根源。
　　如果你从事测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很可能听到过这样一些问题：　　“你为什么没有发现那
个问题？
”　　“我们为什么要在可以自动化测试的情况下雇佣人来进行测试？
”　　“一定要让它在下周可用。
”　　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往往就在于人们对软件测试的误解。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破除这样的一些误解，还软件测试以本来面目。
这本书的预期读者非常广泛，涉及与软件开发有关的所有人，包括但不限于软件开发人员、测试人员
、客户、项目经理以及高层管理人员，等等。
　　本书的作者Gerald M. Weinberg在软件行业浸淫了五十余年，几乎开发过所有类型的软件，出版了
四十余本技术书籍，发表过数百篇技术文章。
他对软件项目的管理、设计、开发和测试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于与软件开发有关人员的心理尤其
有深入的研究。
他的《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Programming》（中译本名为《程序开发心理学》）开创了“以人为
本”的研究方法，它以其对程序员们的智力、技巧，团队和问题求解能力等方面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
观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具有深远影响。
　　而在《完美软件——对软件测试的各种幻想》这本书中，Weinberg采用的是纯散文和故事化的风
格，而没有使用花哨的指标和图表。
他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与软件测试有关的各种误解与错觉，可以为行政人员、经理或者开发人员提供有
关测试的足够信息，以便他们理解测试所要面对的挑战，进而对测试设置恰当的期望并就这些期望进
行清晰的交流。
　　本书回答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在看起来测试只会耽搁时间的时候还要进行测试？
　　为什么无法一开始就构建正确的软件，从而不需要测试？
　　需要对所有可能性都进行测试吗？
　　为什么不对所有可能性都进行测试？
　　是什么原因导致测试如此困难？
　　为什么测试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是否有可能构建完美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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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些缺陷？
　　本书的入手点更多的是出于心理学而不是计算机技术。
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人类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自然也不应该期望软件是完美的。
由于除了某些最简单的情况以外，软件的可能路径实际上都是无限的，因此对软件进行穷举测试通常
是不可能的。
由于人类容易出错，而且程序中产生缺陷的可能途径也非常多，所以没有任何缺陷的（完美的）程序
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受乐观主义和必要性的推动，人们每年仍然会创造数百万行代码，而这些程序中的相当一部分将
会被发布到到客户群中。
因此，谨慎的开发人员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建立测试过程来发现软件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可能出现的那
些缺陷。
　　正如Weinberg 指出的那样，有些人确实选择只进行很少的测试，有时是依赖于诸如“如果我们运
气好的话，就没有人会遇到那个缺陷”的想法。
其他一些人只是将该缺陷重新定义成一个特性就继续别的工作。
这些做法既不合乎道德，也可能导致法律问题。
　　Weinberg以非常诙谐而含蓄的风格介绍了他遇到过的众多例子，揭示了与软件测试有关的众多常
见误解与谬论，还揭露了在测试中常见的各种欺诈方式。
通过阅读本书，应该认识到软件测试是一个与人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过程；测试工作的核心是收集
信息，这些信息是关于软件产品、开发过程以及测试过程本身的；要达到“保证软件质量的目的”，
不仅仅要进行良好的测试，更重要的是要对测试获得的信息进行合理的利用。
　　本书是给涉及软件开发的所有人的一本指南，告诉他们：对于软件而言，完美是一个不现实的目
标。
因此，本书对软件开发团队中的所有人都是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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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完美软件：对软件测试的各种幻想（中英文对照）》是从事软件行业五十余年的Gernald M.
Weinberg针对软件测试所写的新作。
他在软件项目的管理、设计、开发和测试方面都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于与软件开发有关人员的心
理尤其有深入的研究。
在《完美软件：对软件测试的各种幻想（中英文对照）》中，他重点讨论了与软件测试有关的各种心
理问题及其表现与应对方法。
作者首先阐述软件测试之所以如此困难的原因——人的思维不是完美的，而软件测试的最终目的就是
发现对改善软件产品和软件开发过程有益的信息，故软件测试是一个信息获取的过程。
接着，作者利用丰富的经历和大量的实例，展现了在软件测试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与人的心理有关的
现象、误区、欺诈，以及容易犯下的常见错误等等。
《完美软件：对软件测试的各种幻想（中英文对照）》的重点不是告诉大家要做什么或者说如何做，
而更多的是让读者明白在与软件测试相关的活动中会出现某些特定现象的原因。
理解这些与人的心理有关的现象有助于与软件开发有关的所有人之间更好地就软件测试的目的和实现
过程进行沟通，从而实现具有更高品质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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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Gerald M.Weinberg，软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美国计算机名人堂代表人物
，Weinberg&Weinberg）顾问公司的负责人。
Weinberg精力旺盛、思想活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总共撰写了40多本书籍和数以百计的论文。
在西方国家乃至全球，Weinberg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群，他们甚至建有专门的组织和网站，讨论和交
流大师的重要思想。
可以说，Weinberg近年来的每本新书都是在万众瞩目中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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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格中的垃圾还是垃圾 33118.10 小结 33118.11 常见错误 331尾声 333尾注 335其他阅读材料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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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产品何时准备好接受测试了？
这个问题并不总是很容易回答，但是可以通过问一些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来了解一些信息，帮助确定何
时尚未准备好接受测试。
　　对于产品是否存在一个以上的问题.需要通过测试来帮助回答？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没有理由进行测试。
　　是否希望知道该问题的答案？
如果不想知道答案，就不要提出问题，也就是说，不要进行测试。
　　是否只是无聊地对测试结果感到好奇？
如果并不准备对测试结果进行估算或据此采取行动，就不要考虑测试。
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而进行测试，代价就太高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积极的好奇心是有效测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自己应
该寻找什么。
因此，如果准备花一些时间来进行探索，保持好奇心就有助于让测试物有所值，不过一定要对发现的
情况追根究底。
　　是否能够和测试人员预先就如何算通过测试达成一致？
如果不能就怎样才能算通过测试、怎样不能算通过测试达成一致，那你想通过测试得到什么呢？
　　是否已经预先就怎样的测试是成功的、怎样又是不成功的达成了一致？
是否认可只要是能够提供新信息的测试，就至少可以被看作是部分成功的？
　　是否以为测试的结果会替你做出决定？
不可能从纯技术的角度做出商业决策。
当然应该使用测试得到的信息来支持商业决策，但是不要用测试代替商业决策过程。
例如，交付一个未能通过某些测试的系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商业决定。
与之相反，交付一个通过了所有测试的系统也可能是一个不良的商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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