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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通过亲 身实践以及帮助他人实践的方式来揭示更好的软件开发

之路，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认识到：

•个人和他们之间的交流   胜过了        开发过程和工具

•可运行的软件                   胜过了         宽泛的文档

•客户合作                           胜过了         合同谈判

•对变更的良好响应           胜过了         按部就班地遵循计划

也就是说，虽然上述右边的各项很有价值，但我们认为左边的各项具有更

大的价值。”
——Kent Beck et al

敏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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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有效的（快速并适应）响应变更
n 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n 吸引客户进入团队
n 组织团队使其控制工作的执行
n 产品…
n 快速、增量交付的软件

5.1 什么是敏捷 除了响应变更，还有对宣言中提及的
思想的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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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敏捷及变更的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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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客户对他们需求的描述（场景）所驱动的
• 意识到计划是短期的
• 着重强调构建活动的软件迭代开发
• 交付多个软件增量
• 适应变更的出现

5.3 敏捷过程 以某种方式提出若干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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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最优先要做的是通过尽早、持续地交付有价值的软件来使客户满意。

2.即使在开发的后期，也欢迎需求的变更。敏捷过程利用变更为客户创造竞争优势。

3.经常交付可运行软件，交付的间隔可以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交付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

4.在整个项目开发期间，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天天都在一起工作。

5.围绕有积极性的个人构建项目。给他们提供所需的环境和支持，并且信任他们能够完成工作。

6.在开发团队内部，最富有效果和效率的信息传递方法是面对面交谈。

7.可运行软件是进度的首要衡量标准。

8.敏捷过程提倡可持续的开发。责任人、开发者和用户应该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开发速度

9.不断地关注优秀的技能和好的设计会增强敏捷能力。

10. 简单——使不必做的工作最大化的艺术——是必要的。

11. 最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出自于自组织团队。

12. 每隔一定时间，团队会反省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工作，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

5.3.1 敏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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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在敏捷和软件工程之间做选择

• 只需要定义敏捷的软件工程方法

5.3.2 敏捷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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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人员及团队需求的过程模型，而非周围其他过程模型
• 敏捷开发团队成员及团队本身必须具备的关键特征：

• 基本能力
• 共同目标
• 精诚合作
• 决策能力
• 模糊问题解决能力
• 相互信任和尊重
• 自组织

人的因素5.3 敏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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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最广泛的敏捷过程，最初由Kent Beck提出。

• 五个有重要意义的要素：
• 沟通
• 简明
• 反馈
• 鼓励
• 尊重

5.4 极限编程 极限编程的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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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极限编程过程

极限编程过程

----XP 策划----
• 以“用户故事”的产生开始
• 敏捷团队评估每个故事和分配成本
• 将故事分组到一个可交付增量
• 承诺交付日期
• 在第一个软件增量交付之后，项目速度用于帮助确

定后续发行版本的交付日期

----XP 设计----
• 遵循KIS（保持简洁）原则
• 鼓励使用CRC卡(参见第9章)
• 对于困难的设计问题，提出建立“spike解决方

案”——一种设计原型
• 鼓励“重构”——内部程序设计的迭代改进

----XP 编码----
在编码之前，对于每一个软件增量建议构建一个单元
测试
鼓励“结对编程”

----XP 测试----
每天执行所有单元测试
验收测试由客户定义，并由客户执行来评估客户可见
的功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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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XP对管理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扩大了用户角色，升级了技术实践

n IXP 合并了6个新实践：

n 准备评估

n 项目社区

n 项目特许

n 测试驱动管理

n 回顾

n 持续学习

5.4.2 工业极限编程
• 能力是你能做什么
• 激励决定了你做什么
• 态度决定了你做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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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m——区分特征

• 开发工作划分为“包packet”

• 测试和文档在产品的构建过程中是持续的

• 工作任务称为一个“冲刺sprint”，并来自现有需求的一个“待办项backlog”

• 会议非常短暂，甚至有时开会都不用椅子

• 在分配的时间段内向客户交付“演示demo”

5.5 其它敏捷过程模型 5.5.1 Sc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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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过程流

5.5.1 Sc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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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DSDM 协会提出 (www.dsdm.org)
• DSDM——区分特征

• 在很多方面类似于XP
• 九条指导原则

• 活跃的用户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 DSDM 团队必须有决定权。
• 注重多次的产品交付。
• 适应商业目的是交付产品验收的基本标准。
• 迭代和增量开发有必要聚集于一个精确的业务解决方案。
• 开发期间所有的变更都是可逆的。
• 需求基线是高水准的。
• 测试集中在整个生命周期。

5.5.2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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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DM生命周期（DSDM协会许可）

5.5.2 动态系统开发方法



哈尔滨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最初由 Scott Ambler提出：

• AM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方法学，用于对基于软件的系统实施有效建模和文档编制

• 在软件开发项目中，AM是可以有效并以轻量级方式用于软件建模的标准、原则和

实践

• 由于敏捷模型只是大体完善，而不需要完美，因此敏捷模型比传统的模型更有效

5.5.3 敏捷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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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一系列敏捷建模原则
• 有目的的模型
• 使用多个模型
• 轻装上阵
• 内容重于表现形式
• 理解模型及用于构建模型的工具
• 适应本地需要

5.5.3 敏捷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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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采用经典UP阶段性活动

n 每个AUP迭代执行以下活动：

n 建模
n 实现
n 测试
n 部署
n 配置及项目管理
n 环境管理

5.5.4 敏捷统一过程(A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