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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CERACU）提出，由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标准

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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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核心课程规范 

软件工程 

1 范围 

本标准主要描述了软件工程课程的培养目标、知识点及学习要求、实践教学及要求、课程教学

实施及考核要求等，并给出了若干本科软件工程课程规范的示范案例。 

本标准适用于高等学校软件工程课程大纲或标准的制定，指导软件工程课程教学的实施和考

核。 

2 课程概要和教学目标 

2.1 课程概要 

软件工程是计算机大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的核心

专业课程。课程旨在深入阐述软件工程的思想和理念，系统讲授软件开发、管理和维护的方法、技

术和工具，帮助学生掌握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编码测试、维护演化、质量保证、团队协作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开发高质量软件产品的能力。 

软件工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需要遵循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知识传授与案例

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强调学以致用，突出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包括计算机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2.2 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为基础目标和增强目标。基础目标是指本课程教学必须达成的合格性目

标。增强目标是施教学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所选定的一组增强性教学目标。 

基础目标包括： 

（1）理解和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思想； 

（2）应用软件工程方法、技术及工具进行软件系统的开发、管理和维护； 

（3）培养软件工程的素质和能力。 

增强目标包括： 

（1）大型复杂软件系统的工程开发和项目管理能力； 

（2）针对特定的技术要求而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3）结合领域软件的特点和要求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4）综合考虑隐私、伦理、安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3 课程的知识点及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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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课程的知识体系包含一组知识点，每个知识点都有其学习类别、要求和学时安排，不

同知识点按照其内在逻辑关系组织成层次化的结构（见表1）。课程知识点的描述包括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 

⚫ 知识点的标识：每个知识点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 知识点的类别：课程的知识点分为核心知识点和扩展知识点。 

− 核心知识点是达成课程基础教学目标所必需的，用符号“C”来表示。 

− 扩展知识点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可选择性讲授的知识点，用符号“X”来表示。 

⚫ 知识点的学习要求：每个知识点可从理解、应用、分析三个层次来明确其学习要求。各个学

校可以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给定知识点的学习要求。 

− 理解：学生能够解释知识点的内涵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用符号“U”来表示。 

− 应用：学生能够应用知识点来解决问题，用符号“P”来表示。 

− 分析：学生能够应用知识点来对照区分不同问题解决方法的差异性和优劣性，用符号“A”

来表示。 

⚫ 知识点的学时要求：针对该知识点的课堂讲授学时。1个学时通常对应于一节课。表1中各个

知识点的学时给出的是最低学时要求。 

 

表1. 软件工程课程的知识点及其类别、学习和学时要求。“类别”列中的“C”表示核心知识点，“X”

表示扩展可选知识点；“学习要求”列中的“U”表示理解，“P”表示应用，“A”表示分析；“学时要

求”栏中的“-”符号表示没有具体的学时要求；一级知识点的学时只累加了下属知识点中核心知识点的

学时，不包含扩展知识点的学时。 

知识点标识 知识点名称 知识点的内容描述 类别 学习

要求 

学时

要求 

SE_01 软件工程概述 
软件概念、软件工程概念、软件工程目标与原则、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规范 
C U 2 

SE_01_01 软件概念 软件概念、特点和分类 C U 0.5 

SE_01_02 软件工程概念 
软件危机的表现和根源、软件工程概念、软件工

程发展历史 
C U 0.5 

SE_01_03 软件工程目标与原则 软件工程目标与原则 C U 0.5 

SE_01_04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规范 
软件工程从业人员需遵守的法律、法规和职业准

则。 
C U 0.5 

SE_02 软件过程 
软件生命周期、软件过程模型、软件过程管理与

改进 
C U 3 

SE_02_01 软件生命周期 软件生命周期概念、各个阶段的任务和产品 C U 1.5 

SE_02_02 软件过程模型 软件过程模型概念、典型软件过程模型 C U 1.5 

SE_02_02_01 软件过程模型概念 软件过程模型的概念 C U - 

SE_02_02_02 瀑布模型 瀑布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C U - 

SE_02_02_03 原型模型 原型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C U - 

SE_02_02_04 迭代模型 迭代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C U - 

SE_02_02_05 增量模型 增量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C U - 

SE_02_02_06 螺旋模型 螺旋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X U - 

SE_02_02_07 UP模型 UP模型及其特点和适用场合 X U - 

SE_02_03 敏捷方法 
敏捷开发方法的相关概念、思想和过程，Scrum

框架等特定的敏捷方法 
X P 3 

SE_02_04 DevOps方法 持续集成与交付的概念，DevOps方法的相关概 X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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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想和过程 

SE_02_05 群体化开发方法 群体化开发方法的相关概念、思想和过程 X P 2 

SE_02_06 软件过程管理与改进 
以 CMM为代表的软件过程改进模型，过程评价和

改进的基本思想 
X U 2 

SE_03 软件开发方法 软件开发方法的概念、常见的软件开发方法 C P 3 

SE_03_01 结构化开发方法 结构化开发方法的相关概念、思想和过程 X P 2 

SE_03_02 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面向对象开发方法的相关概念、思想和过程 C P 3 

SE_04 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需求概念，软件需求分析基础，软件需求获

取方法，软件需求分析方法，软件需求文档编制，

软件需求评审 
C P 8 

SE_04_02 软件需求分析基础 
软件需求概念、类别及特点，软件需求分析的任

务、目标、过程和原则 
C U 1 

SE_04_03 软件需求获取方法 软件需求获取的任务、方法和原则 C P 1 

SE_04_04 软件需求分析方法 常见的软件需求分析方法 C P 4 

SE_04_04_01 面向对象需求分析方法 
面向对象需求分析的概念、过程和策略，软件需

求的面向对象表示及模型 
C P 4 

SE_04_04_02 结构化需求分析方法 结构化需求分析的概念、过程和策略，软件需求

描述语言，软件需求的结构化表示及模型 
X P 4 

SE_04_05 软件需求文档编制 软件需求文档，文档规范和编制要求 C P 0.5 

SE_04_06 软件需求评审 软件需求评审的目的、要求、原则和方法 C A 1.5 

SE_05 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基础，软件概要设计，用户界面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软件设计方法，软件设计模式，

软件设计文档编制，软件设计评审 
C P 8 

SE_05_01 软件设计基础 
软件设计的概念、软件概要设计、用户界面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 
C U 2 

SE_05_01_01 软件设计概念 软件设计的概念、任务、过程、输出和原则 C U 0.5 

SE_05_01_02 软件概要设计 
软件概要设计概念、任务、要求和输出，软件体

系结构的概念，软件体系结构的类型和风格 
C U 0.5 

SE_05_01_03 用户界面设计 
人机交互设计的理念与原则，用户界面设计的概

念、任务、原则和输出 
C U 0.5 

SE_05_01_04 软件详细设计 
软件详细设计概念、任务、要求和输出，数据结

构的逻辑设计，算法与处理逻辑的设计 
C U 0.5 

SE_05_02 软件设计方法 
面向对象软件设计方法，结构化软件设计方法，

基于模式的软件设计方法 
C P 4 

SE_05_02_01 
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

法 

面向对象软件设计的概念、过程和策略，面向对

象软件设计的模型及语言 
C P 4 

SE_05_02_02 结构化软件设计方法 
结构化概要设计语言、过程、模型和策略，结构

化详细设计语言、过程、模型和策略 
X P 4 

SE_05_02_03 
基于模式的软件设计方

法 

软件设计模式的概念，软件设计模式的种类，常

见软件设计模式及其应用，基于模式的软件设计

过程和策略 
X A 4 

SE_05_03 软件设计文档编制 软件设计文档编制的任务、规范和要求 C P 0.5 

SE_05_04 软件设计评审 软件设计评审的目的、要求、原则和方法 C A 1.5 

SE_06 编码实现 编码实现基础、编码规范与风格、代码重用 C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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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_06_01 编码实现基础 编码实现的概念、任务、要求和原则 C U 1 

SE_06_02 编码规范与风格 程序代码的质量要求，编码规范，编码风格 C A 0.5 

SE_06_03 代码重用 程序代码重用的方式和方法，开源代码重用 C P 0.5 

SE_07 软件测试 
软件测试基础，软件测试过程与策略，软件测试

技术，非功能测试技术 
C P 6 

SE_07_01 软件测试基础 
软件错误和软件测试的概念，软件测试任务，软

件测试充分性概念和覆盖准则，软件测试原理 
C U 1 

SE_07_02 软件测试过程与策略 
软件测试过程，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

确认测试的实施策略，回归测试 
C U 1 

SE_07_03 软件测试技术 
白盒测试技术，黑盒测试技术，面向对象软件测

试技术，软件测试工具 
C P 4 

SE_07_04 非功能测试技术 非功能（如性能、安全性、压力等）的测试技术 X P 2 

SE_08 软件交付与部署 软件交付与部署的概念、任务与方法 X P 1 

SE_09 软件维护与演化 
软件维护基础、软件维护过程与策略、软件维护

技术、软件自动化维护 
C U 2 

SE_09_01 软件维护基础 
软件维护和和可维护性的概念，软件维护类别，

软件维护的副作用，影响软件可维护性的因素 
C U 1 

SE_09_02 软件维护过程与策略 
软件维护的任务、过程、活动和原则，软件维护

的实施策略 
C U 0.5 

SE_09_03 软件维护技术 
程序理解、软件再工程、逆向工程、软件重构等

软件维护技术 
C U 0.5 

SE_09_04 软件演化 软件演化的概念、方式及策略选择 X U 0.5 

SE_09_05 软件自动化运维 
软件版本更新，软件运行状态监控，软件运行优

化，软件运维自动化工具 
X U 1 

SE_10 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项目管理基础，软件配置管理，软件项目团

队管理，软件项目进度管理 
C P 2 

SE_10_01 软件项目管理基础 软件项目管理的概念、任务、内容和原则 C U 2 

SE_10_02 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配置和配置项概念，软件配置管理的概念、

任务、方法和工具 
X P 2 

SE_10_03 软件项目团队管理 软件项目团队的组织、交流和合作 X P 1 

SE_10_04 软件项目进度管理 软件项目进度的计划、实施、跟踪和调整 X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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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实践教学及要求 

4.1 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是软件工程课程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标是通过软件开发实践帮助学生加强对

软件工程思想和原理的理解，培养学生运用软件工程方法、技术和工具来开发软件系统的能力，帮

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软件开发的实际场景和问题，体验软件开发的核心环节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以及良好的软件工程素养。 

4.2 实践教学内容及要求 

软件工程课程的实践教学必须覆盖基础的实践内容及要求，以确保实践教学的成效以及达成实

践教学的基本目标。 

⚫ 基础的实践内容及要求 

针对特定的应用，运用所学的软件工程过程和方法、技术，使用项目管理、软件建模、软件测

试、协同开发等工具，开展软需求分析、软件设计、编写代码、软件测试等软件开发实践，遵循相

关的规范和标准，生成多样化、相互一致的软件制品，包括： 

− 软件模型 

− 软件文档 

− 程序代码 

− 测试用例 

− 可运行软件系统等 

⚫ 可选的实践内容及要求 

结合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考虑具体的施教情况（如施教对象、课程学时、现实条件、校

企合作等），选择以下实践内容： 

− 围绕软件项目管理，开展项目的计划、跟踪、风险管理等实践； 

− 围绕软件质量保证，开展软件制品评审、编码风格与代码质量、软件质量度量与分析、软

件验证与确认等实践； 

− 针对特定的软件开发技术（如高可信软件技术、安全攸关软件技术），开展软件开发实践； 

− 针对特定领域软件（如政务软件、军用软件、工控软件），开展软件开发实践； 

− 对实践所开发软件系统在综合性、复杂性、创新性等方面提出要求，开展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以及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实践。 

4.3 实践教学实施及要求 

⚫ 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以项目团队的方式来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每个团队的人员规模不少

于3人，每个成员在团队中应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任务分工。 

⚫ 实践教学的课内学时：实践教学应该安排一定的课内学时（应不少于四分之一的知识讲课

学时），用于对课程实践进行汇报、讲评、点评和指导，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交流分享实

践经验和成果。 

5 课程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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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书面考试和实践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书面考试可采用开卷或者闭卷的方式。课程实践

的评价需根据实践的内容要求，实践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不少于50%。 

⚫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考试侧重定量考核，实践考核侧重定性考核。

实践考核可以从个人贡献和团队成果两个角度进行，个人贡献考察个人在项目中的贡献

度，团队成果考察团队交付的软件制品（包括文档、模型、代码、数据等），从团队协作、

制品质量、项目规模与难度等角度考评学生掌握和运用软件工程知识来开发软件系统的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