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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致力于软件开发方法中的敏捷开发实践（我们也被人们称为敏捷开发人员），但是我们的软件开
发生涯并不是以这种方法学开始的。
我们最开始是项目管理专业人员（PMP），在软件开发中采用更为传统的方法。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大部分职业生涯里，我们都遵循项目管理研究所（PMI）的《A Guide to the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Third Edition》（后文简写作《PMBOK Guide》）中的方法学，
在使用敏捷方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与这本书的主题有关的一些误区——一些我们曾经
相信但不正确的思想。
直到现在，作为敏捷方法的咨询师，我们仍然能听到一些客户说他们相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要保
持PMP资格并且遵循《PMBOK Guide》中的实践，就必须采用类似瀑布模型的软件开发方法学。
我们还听到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敏捷方法缺乏纪律性和严格性。
我们看到一些人带有恐惧和失望情绪，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遵循敏捷方法的路线，那么之前在PMI上的
投资可能会付诸东流。
本书的目标是消除这些疑虑，并说明《PMBOK Guide》第3版确实支持敏捷软件开发方法，项目管理
者在。
PMI上的投资和《PMBOK Guide》所列的实践仍然有效并且适宜采用。
我们认为《PMBOK Guide》处于方法学的中立位置，无论选用了哪种软件开发方法，它都支持良好的
软件开发方法学实践。
尽管许多人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还有许多人并不知道。
我们曾经是PMP的追随者，现在成了敏捷开发的狂热分子。
我们认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消除敏捷开发群体认为PMP从业者不能成为好的敏捷开发项目管理
者的误解。
我们希望建造一座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便是本书想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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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重点论述了项目管理研究所（PMI）的《PMBOK Guide》一书中介
绍的软件项目管理实践与敏捷软件开发方法之间的关系，同时建立两者之间的桥梁。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的内容广泛，包括了项目管理中所有重要的主题，同时还包含了作者多
年从事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的经验总结，为软件项目管理人员转换到敏捷方法给出了理论参考和实践
指南。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适用于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作为辅助教材或参考读物，同时适
合于每一位参与到敏捷开发方法中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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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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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是Stacia Broderick，我想讲一个非常私人的、有关我思想转变的故事，希望能够帮助你认识到
正视自己想法以及学会如何成长的重要性，尽管这个故事可能令人十分不舒服。
我在1993年成为一名项目管理者，2003年开始从事敏捷开发。
我还是一名PMP，正式接受过在我之前取得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的数千人的培训。
在我开始管理项目的时候，我对我的能力带有一丝骄傲，我能学会如何将数据输人到一个项目管理工
具中，学会如何举行状态会议，如何同承包商和第三方供应商协商有关资源和材料等事宜，如何减少
项目风险，当然，还有如何控制项目的范围。
我甚至在睡觉时都能完成向前或向后的推算。
项目管理对我来说是一项完美的事业。
作为家里的老三，我把项目管理的思想灌输给我的两个姐姐，我们把项目管理运用到每周家务杂活的
时间计划上。
我甚至还设计了一个过程来削减洗碗的工作量，通过一个批量抽取系统将洗碗机清空（只在需要时取
出一个碗并且不再反复使用它，直到重新装碗的时候才一次把碗放进洗碗机），但是我的父亲并不支
持这种新方法。
对我（一个故步自封的怪物）来说，项目管理是一项完美的事业。
我和Scrum的冲突始于2003年，Scrum是敏捷软件开发方法中的一种。
我强烈反对这种新的、轻量级并且不被任何正式的主流开发方法学支持（也许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的
方法。
但是当Ken Schwaber开始培训我们的软件项目管理者和软件开发人员的团队的时候，我的看法发生了
剧烈的颠倒。
作为虔诚的：PMP信徒，又或许是仍然对软件开发相对陌生的原因，一开始我对。
Ken教我们的自我管理团队和迭代式开发抱有一丝疑惑。
随着我沉浸其中并接受了两天的“ScrumMaster”培训之后，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地方是“你没有权力”
。
Ken的意思是说产品的所有人和产品的交付团队这两个角色在本质上应该是相互协作的，项目管理者
在Scrum方法中并不是决策者。
像唱颂歌一样，我反复思考这一问题，想知道我是否能够习惯和适应这个观点。
我不停地思考：“没有权力怎么管理项目或人员呢？
在项目中采取强制性手段并且要求人们加班工作和周末工作（但是要承诺未来请他们吃免费馅饼）是
一个先决条件吗？
随着项目团队变得日益庞大和行动缓慢，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更容易地迫使他们屈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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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两位资深培训师构建了一座从传统开发方法转换到敏捷开发方法的桥
梁。
他们深入讲解了项目管理者如何成功转换到敏捷开发方法，这种转换是通过对“推动和协作”的重新
关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命令和控制”实现的。
作者解释了敏捷开发方法与传统方法学之间的区别和这种方法的优点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效果，
详细论述了敏捷方法学中的过程和生命周期，涉及从项目范围、时间管理到成本管理，以及和利益相
关者沟通等诸多主题。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主要内容：《PMBOK Guide》中的思想和敏捷开发实践之间的关系。
理解敏捷开发方法的角色和价值，例如迭代／发布计划和回顾等。
采用敏捷技术持续和系统地降低风险。
在开发各个阶段实施质量保证(QA)：分析、设计、缺陷预防和持续改进。
学会信任项目团队并倾听他们的声音。
在敏捷、协作的开发环境中实施采购、购买和签订合同。
软件项目团队转换到敏捷方法时如何避免常见的错误。
同项目管理办公室和非敏捷项目团队进行协调。
在自己的项目团队或组织中“推销”敏捷开发方法。
《软件项目管理与敏捷方法》适用于每一位希望自己更敏捷的项目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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