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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编著的《软件工程导论》已经出版了5个版本，累计销售了近一百万册，先后荣获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工科电子类专业优秀教材二等奖和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前10名）和北京高等教育
精品教材，国内许多高校把它选作“软件工程”课的教材。
但是，也有一些“软件工程”课程学时较少的高校教师反映，《软件工程导论》内容较多，用它作教
材感到授课学时比较紧张。
为了满足这部分学校的需求，作者对《软件工程导论》作了精心改编，保留了原书中较重要、较新颖
的内容，删除或简化了一些较陈旧或较次要的内容，写出了《软件工程》。
该书在保持原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把篇幅减少了近六分之一，将显著减少授课所需的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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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软件工程”课程学时较少的高等学校对一本适用教材的迫切需求，作者对先后荣获了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工科电子类专业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并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
教材的《软件工程导论》作了精心改编，保留了原书中较重要、较新颖的内容，删除或简化了一些较
陈旧或较次要的内容，写出了《软件工程》。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软件工程的概念、原理和典型的方法学，并介绍了软件项目的管理技术。
本书正文共13章，第1章是概述，第2章至第8章顺序讲述软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任务、过程、结构化方
法和工具，第9章至第12章分别讲述面向对象方法学引论、面向对象分析、面向对象设计和面向对象实
现，第13章介绍软件项目管理。
正文后面有两个附录，分别讲述了用面向对象方法和结构化方法开发两个软件的过程，对读者深入理
解软件工程学很有帮助，也是上机实习的好材料。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软件工程”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一定实际经验的软件工作
人员和需要开发应用软件的广大计算机用户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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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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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小结
习题6
第7章 实现
7.1 编码
7.2 软件测试基础
7.3 单元测试
7.4 集成测试
7.5 确认测试
7.6 白盒测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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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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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面向对象实现
第13章 软件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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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软件工程学概述迄今为止，计算机系统已经经历了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彻
底摆脱“软件危机”的困扰，软件已经成为限制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瓶颈。
为了更有效地开发与维护软件，软件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认真研究消除软件危机的途径，
从而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计算机软件工程学（通常简称为“软件工程”）。
1.1 软件危机在计算机系统发展的早期时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通用硬件相当普遍，软件却是
为每个具体应用而专门编写的。
这时的软件通常是规模较小的程序，编写者和使用者往往是同一个（或同一组）人。
这种个体化的软件环境，使得软件设计通常是在人们头脑中进行的一个隐含的过程，除了程序清单之
外，没有其他文档资料保存下来。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
了“软件作坊”，广泛使用产品软件。
但是，“软件作坊”基本上仍然沿用早期形成的个体化软件开发方法。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普及，软件数量急剧膨胀。
在程序运行时发现的错误必须设法改正；用户有了新的需求时必须相应地修改程序；硬件或操作系统
更新时，通常需要修改程序以适应新的环境。
上述种种软件维护工作，以令人吃惊的比例耗费资源。
更严重的是，许多程序的个体化特性使得它们最终成为不可维护的。
“软件危机”就这样开始出现了1 1968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算机科学家在联邦德国召开国际会议
，讨论软件危机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使用了“软件工程”这个名词，一门新兴的工程学科
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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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件工程》可作为高等院校"软件工程"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一定实际经验的软件工
作人员和需要开发应用软件的广大计算机用户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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