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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件工程实用教程（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不仅补充了“软件工程”学科的较新内容，又
在体系结构上进行了调整，使内容和形式都更适用于教学。

　　
“项目管理”和“工程技术”是软件工程两大部分内容，为强调项目管理的重要性，《软件工程实用
教程（第2版）》打破了传统教材的内容体系模式，把“项目管理”内容安排在前面，这样就可以在
一个学期的前半部分只进行课堂教学。
第1章介绍基本理论与概念；第2章介绍软件开发过程，第3章介绍软件项目管理；第4～9章基于结构化
方法，介绍了软件工程技术、方法、工具和软件工程思想；第10～16章介绍面向对象的方法，重点结
合案例介绍了基于uml的分析与设计过程，强调培训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技能；附录部分补充
了rational
rose简介和课程教学计划及试题样卷。

　　《软件工程实用教程（第2版）》案例完整，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和相关专业“软件工程”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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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不难发现，程序结构简单多了。
下面分析一下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
 第一种情况，是把本该每个人都各负其责的事情都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把所有人该考虑的事情都放
在一起考虑，很艰难地按照做事的流程整理出头绪，然后，试图井井有条地去完成它。
而与此同时，除你之外的其他人都无事可做，等着你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这种做法是，先把问题糅合在一起，再分解问题、理出头绪，一个人包揽一切，显然你得是一个“超
人”。
但是，在结构化编程的思维模式下，大家又都自然而然地去这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超人”。
不言而喻，要把交织在一起的事情，事无巨细、通盘考虑得井井有条，程序的结构就会设计得非常复
杂。
这样的“超人”不容易设计，也不容易维护。
 在第二种情况下，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你只给出通用的提示，然后期待每个人能自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弄清怎样完成本该自己完成的任务
。
 两者比较，最大的区别是，你认识到了“软件功能是由若干个对象，相互协作来实现的，每个对象都
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责任明确的软件要素”。
这里有一个“责任的转移”，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对一切负责，在第二种情况下，学生对自己负责
。
两种情况下，要实现的目标相同，但“软件结构”差异很大，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责任从你转移到了
每个人。
 不难发现，为了控制问题的复杂性，两种方法论都使用了“分解”的手法，结构方法是“分解功能，
包揽一切”，面向对象的方法是“分解责任，各负其责”。
前者是把问题糅合在一起，越搞越复杂，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后者则是明确责任，知人善任，化繁为
简。
 从结构化到面向对象，软件设计的任务就变成了： （1）寻找这样的“责任人”（类或对象）； （2
）完善其应该具备的特征（属性、数据）； （3）赋予它行为能力（方法或操作），让其承担起自己
的那一份责任。
 这种方法的思维模式是： （1）关注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划分为哪些责任； （2）找到能够负担指定责
任的“人”（寻找类或对象）； （3）对初步找到的“责任人”进行排查，让它们参与实现相关的功
能，通过类和对象的交互场景，归纳每个对象应该负有的全部责任； （4）然后，赋予“责任人”特
征或行为能力（设计类的数据和操作），通过消息传递，让其各自承担起责任。
 第二种方案除了责任明确、解决问题简单以外，还具有能够应对需求变更的先天优势。
为了看到这种责任重新安排带来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下在有了新的需求变化时，情况会怎样。
假设，要求你通知听讲的学生中的研究生，他们可能需要在听完你的讲座之后，给本讲座作一个书面
评价，并交到教务处。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对控制程序进行结构修改，以区别研究生和本科生，然后给研究生特
殊指示。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人各司其职，只需要从“学生”中再派生出一个“研究生”类，赋予它相应
的责任就行了。
而作为一个特殊类型对象的你，除了需要说“找到你们下一个听讲的教室”外，只需再多说一句话：
“请研究生对本讲座进行书面评价，并交到教务处”。
每个人仍然只需各行其是，程序的结构无须改动，只是为你这个特殊的类添加了责任和新创建了一个
研究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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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普通高校计算机公共课程规划教材:软件工程实用教程(第2版)》案例完整，内容详实，可操作
性强，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和相关专业“软件工程”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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