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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方法在《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方智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计算机应用系 611731） 

摘要：《软件工程》是一门针对所有学习计算机专业本专科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软件工程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将工程化的方法
和规范作用于中大型软件开发过程中。如何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软件工程》的时候，体会方法、过程和工具，这是在教学改革活动
中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本文重点探讨了 PBL 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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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BL 介绍 
PBL 是 Problem Based Learning 的简称，是基于问题式的学习。

PBL 教学模式几乎已经运用到所有的学科和专业学习当中。传统的
教学方式是教师为中心，以知识性讲授为形式，学生通过视觉和听
觉来认知现成理论知识，缺少自主知识捕获、信息整合萃取、消化
吸收的过程和体验。PBL 教学模式则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
小组讨论的形式，在教师参与和引导下，围绕某一个基于实际问题
的专题进行问题提出、搜索资料、团体讨论和分工合作、提出问题
解决的过程。核心是以问题为驱动，课堂以学生讨论为主，教师是
作为引导者。 

结合 PBL 理念，在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开设《软件工程》这一重
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本文提出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应用。 

2  软件工程课程特点及现状 
《软件工程》课程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特点。在现有高等教育

本专科教学中涉及内容广泛。 
首先，学生的专业方向不同，容易纠缠于程序语言的语法层面，

无法深入体会设计原则、可重用理念。教学中罗列项目题目，要求
学生完成开发。学生容易忽视需求分析过程及规范文档的编写，倾
向于尽快编写代码。缺少对团队中软件测试人员、产品设计人员的
角色体验，缺乏产品思维和工程化体验。 

其二、学生无法真正体验一个真实项目，对项目进度、项目计
划、团队沟通缺少概念，在学习项目管理内容时，感觉空泛。 

第三、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 AI 的兴起和应用，市
场对于具有软件工程能力、产品思维的人才能力要求提高。DevOps
工具链都成为了学生在求职应聘之前需要学习的技能树。显然是一
门课程有限课时内无法涵盖的内容。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采用 PBL 教学模式来开展教学工
作。 

3  基于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案设计 
软件生命周期包括需求分析、软件架构设计、数据库设计、代

码实现、软件测试及维护这些阶段。以每一个阶段为周期，教学中
均采用“提出问题域——确认问题——提出假设——分析利弊——
知识萃取——自我学习——解决方案并评价——成果展示”的教学
设计思路。 

4  基于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展示 
以需求分析阶段为例，教学要求掌握需求分析的过程、方法、

工具以及规范。 
第一、以项目题目设定情境范围。以 3-4 人为团队组织学生。

敏捷开发当中用户故事为线索，教师讲述基本需求分析知识过后，
可能罗列出如下问题。 

（1）用户是谁？获取需求的途径？需求采集及管理可以采用
的工具品种？ 

（2）明确的用户需求、行业需求从哪里入手 
（3）具体每一项功能需求的优先级、重要性、价值 
（4）产品质量的维度、需求评价 
（5）需求变更的工程流程？ 
教师引导小组阅读相关的问题，提炼搜索关键字。学生根据各

自的分工，充当用户代表、产品设计人员、软件开发人员、软件测
试人员，进行角色扮演。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行同组交流。 

第二、确定问题。各小组可以收集问题并定义需求，教师询问
每个成员对问题的界定，以产品满足一般应用为限。可以引导学生
采用决策表、判定树等方式来组织讨论。学生也可以利用工具的看
板功能草拟具体需求，进行团队讨论和分析用户故事。 

第三、提出假设。产品设计可以开展竞品分析、需求调研。收
集需求调研的各种方法，问卷调查的数学分析模型等。 

第四、深入分析并权衡。多种解决方案要考虑各组实际动手能
力，所学技术方向。以风暴会议形式，鼓励小组成员发言，专人负
责记录。 

第五、知识萃取、确定学习目标。学生在明确需求之后就要确
定具体流程、数据需求、产品的质量要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专
业方向，明确项目边界和知识边界。教师负责引导和检验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范围和深度。 

第六、自我学习、团队协作。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点进行学习，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学习，并让学生轮流进行专题分享，以促进
学生更快掌握，提高学习效率。 

第七、组织并评价解决方案。教师要培养学生在这个环节中的
规范意识。结合项目管理知识，可由组长提出评审计划和时间，依
据需求评审检查表，组织软件需求的评审活动，还可邀请他组同学
参与，促进交流。 

在分组界定上，教师需注意小组学生的技术能力均衡。在组内
成员分工上，注意学生差异化水平。在产品范围界定上，教师要评
估学生的实现能力，避免范围过大，难以开展后续学习活动。在产
品的工具选择上，同类工具比较多，每个组可以有不同选择，进行
知识分享时，教师要引导他们注意知识总结和工具学习，举一反三，
以点带面。在项目计划制定上，教师要检查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进度要求上，引导学生展示估算过程和分析过程。 

5  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挑战 
在 PBL 方法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仍然会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比如学生的个体配合度不够而导致团队沟通不畅。比如学生个体开
发能力的差异，可能影响项目成品的完成度。比如在成果展示的评
价中，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评价各类作品。比如学生自学能力的差异，
导致延期的进度问题等等。 

6  结束语 
在今天，PBL 基于问题式的方法已经运用到幼儿教育、中学教

育、大学高等教育的各科目中，希望借由 PBL 教育方法来改变以教
师讲述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的现状。激发出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
兴趣，培养自主思考、知识探索和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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