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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件工程项目实训教程：基于微软vsts》在简单回顾软件工程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同时，介绍基
于vsts的软件过程管理方法，并带领学生实际使用这些管理工具。
全书采用“atm扩展”项目作为案例。
每章还配有课堂作业与问题思考，方便老师和学生使用。

　　《软件工程项目实训教程：基于微软vsts》可作为软件学院或软件工程专业的软件工程实践教材，
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用书，还可作为从事软件开发的科技人员的参考书、培训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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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首先看到，作为初赛入围的评价标准，初赛阶段评委关注什么？
在初赛阶段，评委首先关注的是参赛项目的创意与实用性，这个部分占了初赛成绩的40％。
而在大赛总的评价标准（表2-1）中，问题定义和解决方案设计和创新两个部分，对此做了比较明确的
提示。
这个总体要求，主要体现在《项目计划书》的第1节“系统主题”和第2节“需求分析”中。
系统主题是《项目计划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
如果你很难揣摩评委的评价标准的话，我们试试从反面看看评委们从提交的文档中能看出什么？
评委如何从文档中进行筛选？
而不被评委淘汰就是我们的目标！
换位思考一下：评委从几千份《项目计划书》中看什么（能看出什么）？
评委不看什么（看不出什么）？
如果你是评委，拿到这10页纸（超过10页，评委一定不会给你加分）的文档，一般会先看一下《项目
计划书》是否按目录的要求去写。
这主要是先筛掉一些不按规则出牌的人。
第一轮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队伍，评委们没有时间和兴趣与那些“乱来”的人“过招”。
“形式”没有问题，那好，顺着目录顺序（关键是顺着评委自己的思路），看几个关键的、核心的内
容是否有。
什么是关键问题？
参赛作品到底要干什么（系统主题），有什么价值（如何体现创新性和应用价值）？
这个问题是核心关键，是第一轮淘汰目标。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首先会犯的错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详
细讲解）？
你都不知道做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让评委知道呢？
其次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价值。
什么不是关键问题？
用什么技术、平台、实现的功能是否完整（具有核心价值的功能除外），文档是否符合软件工程规范
（现在不看）等。
所以，在第一阶段所提交的《项目计划书》中，目标是：严格按模板编写《项目计划书》，在规定的
格式下，用最简单、最清晰的方法，描述参赛作品的最终的呈现形式和结果（创新功能），用最能打
动评委的语言，描述作品结果的价值。
如果时间来不及，“系统主题”部分要花80％的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其他内容可以简单一点，不
要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要因此而影响“系统主题”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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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件工程项目实训教程:基于微软VSTS》是重点大学软件工程规划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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