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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领域及五大管理过程 。 根据教学的重点 、 难点合理分配不

过程为主线贯穿课程始终 ， 灵活讲授 P M B O K 提 出 的 九 大 知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 ， 以一 个完整的项目开发 、 管理

2 教 学 内 容

了一 定的效果 。

提出
"

项目驱动
"

的课程教学模式 ，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取得

的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及教学实施等进行了较为深人的分析 ，

针对以上问题 ， 结合教学实践 ， 本文对 く软件项 目管理 》

项目管理综合能力较弱 。

际的企业开发环境的差距 ， 造成学生不能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 ，

( 3 ) 综 合 能 力 方 面 理 论 与 实 践 脱 节 ， 实践环境 与实

动手能力较差 。

工 具 与 实 际项 目管 理有 明显 的差 距 。 学生得不到真正 的锻炼 ，

按要求编写 一 些规定的文档
【ó】

， 其管理方式 、 手段及采用的

( 2 ) 实 践 方 面 不 注 重 过 程 ， 只注重结果 ， 学生只是

映少趣味性 ， 学生理解困难 。

城间的关联性强。 知识点学时分配不当 ， 教师讲解过于抽象 ，

知识领域 、 五大管理过程
同

， 各知识领域包含的方法多 ， 领

( l ) 理 论 方 面 课 程 知 识 点 多 ， 横跨 P M B O K 的 九 大

难保逝教学效果 ， 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 1
.

习过程中很难理解该课程的核心思想 ， 采取 一 般教学模式很

软件项目管理过程本身就是 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学生在学

创新能力和集成能力 ， 来提升学生项目管理的综合能力。 但

课程往往以理论知识为基础 ， 力求通过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全部专项管理 ， 以及相关管理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方法 。 该

M an a g e m e n t B o d y  O f  K n o w le d g e ) ， 即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

是与实践结合很紧密的课程 目
， 它涵Æ了 P M B O K ( P ro je c t

常作为软件工程本科专业 的 一 门核心必修课程 ， 这门课程

在普通 的高等本科 院校中 ， 《软件项 目管理 》课程通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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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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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教学效 果 ，

即以项 目开 发 为主 线 ， 围绕软件管理过程和 开发 过程讲 解相 关知识 点 ，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 改

理论轻 实践等 问题 ， 导致学生很难提起对这 门\ 的学 习兴趣 。 针对以 上 问题 ， 笔者提出了
。

项 目驱 动
。 的4t学模 式 。

摘 要 《软件 项 目管理 》 Ř 一 门理论性 和 实践性都很 强 的课程 ， 由于该课程在教学中普遍存在偏结果摄过程 、 镐

(大连科技学院 ， 辽宁 大连 116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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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效果。

新 一 轮的教学中， 能进 一 步总结相关的经验教训 ， 取得更好

解 ， 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 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 希望在

贯穿教学始终 ， 串联教学内容 ， 加深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

·

项目驱动
。

的 《软件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模式以项目

5 结 语

产品 ， 双方结束合同 ， 项目组召开项 目总结会议 。

将所有的开发及管理文档归档 ， 提交产品， 肉
。

甲方
。

验セ

项目收尾阶段 教师\ 授项 目收尾所需做的工作 ， 学生

相应的文档及管理过程 ， 同时完成中标项目的开发。

在教师的指导下应用合适的项目管理方法 ， 管理工具 ， 完成

项目数据的收集以及对项 目易出现问题的预防及控制。 学生

向学生讲解相关计划的制订 、 计划的实施 、 目的地球、

项目计划 、 执行 、 控制阶段 教师仍以选应的项目为纲，

与
。

乙方
。

签署合同。

模拟项目乙方参与编写标书 、 竞标 、 草拟合同， 最终
。

甲方。

的合同项目介绍相关的概念 ， 模拟项目甲方发放标书。 学生

管理知识体系 ， 让学生对项目管理有初步的认识。 通过实味

项目初始阶段 教师讲授项 目管理相关概念 ， 概述项目

教学实施

.  u n l c a tio .  
2  0  1 7  1 .  

I
.

'

?

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 锻炼学生运用知识的实践能力。

例等 ) 的提交 ， 都需要小组成员集体讨论确定 ， 这种方式可

发制品 (软件需求规格说明 、 设计说明 、 开发指南 、 测试用

围管理计划 、 进度管理计划 、 成本管理计划等 ) 的制订 、 开

小组讨论 学生分组后 ， 项目题 目的确定 、 管理计划 (范

一 个成员讲解 ， 最终由教师点评给分。

及最终成果以项 目组为单位提交 ， 在课堂上由每个小组指派

沟通等 ， 项目组成员完成项目经理分配的任务 。 项目阶段性

项目经理负责项 目计划制订 、 执行 、 控制与任务分配 、 团队

目经理 。 项 目经理可由教师指派 ， 也可小组成员推举选定 。

根据实际情况分成 4 ˜ 5 组 ， 每组 6 - 8 人 ， 每组有 一 个项

目组为单位独立完成项 目。 当前教学班级每班约为 3 0 人 ，

课程 ， 所以在教学展开初期将学生分为不同的项 目组 ， 以项

学生已先行学习了软件工 程 工 程序设计语言 、 数据库原理等

的学习兴趣 另 一 方面由于在学习 《软件项 目管理》课程前 ，

穿教学始终 ， 讲授各个知识点 ， 使学生加深理解 ， 提高学生

项目驱动 一 方面教师在讲课过程中 ， 将完整的项目贯

让学生易于接受 ， 多媒体辅助教学是不可或缺的。

想将 《软件项目管理》中枯燥的知识点立体展示在学生面前 ，

块黑板所能传递的信息已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所以要

音频 、 动画 、 视频等信息 。 传统教学方法中的一 支粉笔 、
一

多媒体展示 现代学学通信网络可以获取大量的图片 、

3 教 学 方 法

项目收尾阶段 软件项目验收、 收 尾 过 程

软件项目采购管理

软件项目资源管理 5%

软件项目沟通管理 5%

控制阶段
厂 件项目风险管理 I ıo n

实施 软件项目质量管理 ıo%

项目计划 软件项目成本管理

软件项目进度管理

软件项目范围管理

软件项目集成管理

项目初始阶段 软件项目管理知识导论 5%

项目管理过程 ı 教学知识点 学时五石厂コ

表 1 數学知识点及学时比例分配

同知识点的学时比例 ， 如表 1 所 示 。

教 学与教 育信 息化
c h in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