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教学实施方案

课程名称：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

任课教师：崔霄、胡春晖

开课学期： 2019-2020学年 第 2学期

授课对象：软件工程 17级学生

承担单位：软件学院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

课程代码：1713035

学 分：3

总 学 时：48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二、教学团队

崔霄、胡春晖

三、在线教学平台

平台名称：超星泛雅平课程台网址

课程网址：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6949673.html

上课时间：按教学任务安排执行。

答疑辅导：通过教学平台或 QQ、微信等随时随地答疑。

四、教材及参考资料

推荐教材：

孙玉山. 软件设计模式与体系结构[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参考资料：

[1] 董威, 文艳军, 陈振邦.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第 2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2] 刘其成.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M].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

[3] 周华.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五、课程介绍

（一）课程描述

《软件设计与体系结构》是软件工程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

理解软件设计模式与体系结构的基本概念、内涵、特点，熟练使用常见的设计模式和软件体

系结构解决复杂的软件工程问题，具有一定的团队组织管理能力，能够建立软件体系结构模

型并撰写软件体系结构文档。

（二）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掌握常见的软件设计模式和软件体系结构，能够根据软件工程问题域模型、业务模

型、可行性分析文档及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多样性的候选软件系统方案。



（2）培养学生在解决复杂软件工程问题中提出简洁而优雅的解决方案，设计出灵活、可

复用的软件体系结构的能力

（3）培养协同意识和共赢思维，软件体系结构设计过程分组完成，具备组织管理能力，

协调完成工作。

（4） 熟练使用软件建模工具，具备建立软件体系结构模型并撰写软件体系结构文档的

能力。

（三）课程逻辑框架

图 5-1 课程逻辑框架

（四）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课次 学时 教 学 内 容

1 2

第一章软件设计模式概述

（1）软件设计模式的由来

（2）软件设计模式的概念及意义

（3）软件设计模式与软件体系结构

（4）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

2 2
第二章创建型软件设计模式

（1）工厂方法与抽象工厂模式

3 2
（2）生成器模式

（3）单例模式



4 2
第三章结构型软件设计模式

（1）组合模式

5 2 （2）适配器模式

6 2
（3）外观模式

（4）桥接模式

7 2

第四章行为型设计模式

（1）迭代器模式

（2）访问者模式

8 2
（3）命令模式

（4）中介者模式

9 2
（5）策略模式

（6）状态模式

10 2
（7）观察者模式

（8）职责链模式

11 2
（9）模板方法

（10）解释器模式

六、教学活动

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QQ直播教学，实现线上线下结合混合式，同时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的

统计功能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

（1）课前

围绕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等），设计课前预习任务并通过 QQ群，

超星学习通平台提前下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提前预习教师推荐的教材、上传到学习通平台和 QQ平

台的课件、参考书籍等资料。

（2）课中

教师按照教案设计的教学环节开展课堂教学，包括课前签到，课中学生自主观看视频，教师

发起讨论、答疑。提前半小时超星学习通平台发起课堂签到，了解学生线上出席情况，由于线上

平台比较拥塞，签到一般延长半小时结束。



由于学习通平台网络不是很稳定以及部分同学家庭网络不好，本课程未采取直播上课。上课

期间给学生提供事先准备好的视频教学资源，在课间发起讨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课后

课后下发课后作业，布置下次课的预习任务。总结反思，分析教学数据，发现存在的问题并

在后续上课过程中采取相应措施。

课前和课后，教师与学生通过在线平台或 QQ、微信等工具随时保持沟通，在线答疑。



（4）学习监督

每周查看学生的任务点完成情况，及时督促学生完成学习。

督促一次学生的作业、测验完成情况，及时督促学生完成作业。



七、课程资源

在超星学习通平台建立了课程的资源网站，提供课程视频、作业、习题、课程大纲等资源供

学生学习。

1.视频资源

1.视频资源

精选+自制：从现有的公开的、优秀的视频资源中精选了一部分。根据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

结合学生时间情况，课程组录制一部分视频。



2.资料模块

在学习通平台和课程 QQ群中上传了课程教学大纲、课程实施方案、课程 PPT、参考书籍

等资源。

3. 题库

在学习通平台创建了每章节的章节测验题库，学生学习每个章节后可以参加测验，检验

自己的学习情况。

4.作业库

在学习通平台创建了作业库，供学生课下练习巩固学习的知识。



八、教学评价

成绩评定依据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作业、课堂互动、线上学习情况等）、实验成绩进行核定。

由于疫情期间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时间比较多，要加大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因此把原课程大

纲中 70%考试成绩，30%平时成绩改为，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比 40%（作业、

课堂互动、线上自学情况占比 20%，实验 20%）。



九、教学设计

课次 1 周次 1

教学内容

（1）软件设计模式的由来

（2）软件设计模式的概念及意义

（3）软件设计模式与软件体系结构

（4）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

课程目标
掌握常见的软件设计模式和软件体系结构，能够根据软件工程问题域模型、

业务模型、可行性分析文档及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多样性的候选软件系统方案。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分析，理解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

性，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了解软件设计模式的由来，掌握软件设计模式的概念及意义，理解软件设计

模式与软件体系结构掌握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

教学重点

软件设计模式的概念及意义

软件设计模式与软件体系结构

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

教学难点 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

教学方法

面对疫情，我们利用超星学习通在线授课。时间分配：

授课：

1.先通过视频介绍课程的安排，告知特殊情况下的授课方式。（20分钟）

2.观看绪论视频和对应 PPT，掌握基本知识，了解本课程安排，并简介设计

模式的概念及意义（20分钟）

3.讨论：对软件设计模式的认识？设计模式在实际中的应用。（超星学习通在

线互动，10分钟）

4.观看视频学习软件设计模式与软件体系结构、软件设计模式的分类（40分
钟）

5.问题反馈（10分钟）

教学环节

课前：

预习软件设计模式

课中：

观看视频，在线讨论

课后：完成作业、预习下节课内容

总结反思
回顾本章重、难点内容。结合课后作业练习情况，总结本次教学完成情 本

次教学效果，并根据教学效果，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下一章节教学实施方案。



课次 2 周次 1

教学内容
创建型软件设计模式：

（1）工厂方法与抽象工厂模式

课程目标

掌握常见的软件设计模式和软件体系结构，能够根据软件工程问题域模型、

业务模型、可行性分析文档及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多样性的候选软件系统方

案。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分析，理解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

性，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掌握工厂方法与抽象工厂模式的基本概念，理解模式的内涵，熟练应用模式。

教学重点 工厂方法与抽象工厂模式

教学难点 工厂方法与抽象工厂模式

教学方法

面对疫情，我们利用超星学习通在线授课。时间分配：

授课：

1.先通过视频介绍对象创建中面临的复用问题，通过案例提出问题（20分钟）

2.观看绪论视频和对应 PPT，提出对象创建复用的解决方案，简介工厂模式

的概念（20分钟）

3.讨论：对工厂模式的认识？简单工厂和静态工厂的区别？工厂模式在实际

软件工程中的应用。（超星学习通在线互动，10分钟）

4.观看视频学习简单工厂模式、静态工厂模式、抽象工厂模式的设计与实现

（40分钟）

5.问题反馈（10分钟）

教学环节

课前：

预习工厂设计模式

课中：

观看视频，在线讨论

课后：完成作业、预习下节课内容

总结反思
回顾本章重、难点内容。结合课后作业练习情况，总结本次教学完成情 本

次教学效果，并根据教学效果，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下一章节教学实施方案。



课次 3 周次 2

教学内容
创建型软件设计模式：

生成器模式和单例模式

课程目标

掌握常见的软件设计模式和软件体系结构，能够根据软件工程问题域模型、

业务模型、可行性分析文档及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多样性的候选软件系统方

案。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分析，理解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

性，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掌握生成器模式与单例模式的基本概念，理解模式的内涵，熟练应用模式。

教学重点 生成器模式和单例模式

教学难点 生成器模式

教学方法

面对疫情，我们利用超星学习通在线授课。时间分配：

授课：

1.先通过视频介绍对象创建中面临的高复用、低耦合问题，通过案例提出问

题（20分钟）

2.观看绪论视频和对应 PPT，提出对象创建复用的生成器模式解决方案，简

介生成器模式的概念（20分钟）

3.讨论：对生成器模式的认识？生成器模式和工厂模式的区别？（超星学习

通在线互动（10分钟）

4.观看视频学习生成器模式和单例模式的设计与实现（40分钟）

5.问题反馈（10分钟）

教学环节

课前：

预习生成器模式和单例模式

课中：

观看视频，在线讨论

课后：完成作业、预习下节课内容

总结反思
回顾本章重、难点内容。结合课后作业练习情况，总结本次教学完成情 本

次教学效果，并根据教学效果，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下一章节教学实施方案。



课次 4 周次 3-6

教学内容

结构型软件设计模式：

（1）组合模式的应用场景

（2）组合模式的概念与机制

（3）组合模式应用实例

课程目标

掌握常见的软件设计模式和软件体系结构，能够根据软件工程问题域模型、

业务模型、可行性分析文档及各种约束条件提出多样性的候选软件系统方

案。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分析，理解软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多样

性，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掌握组合模式的基本概念，理解模式的内涵，熟练应用模式。

教学重点 组合模式的概念与机制、组合模式应用实例

教学难点 组合模式应用实例

教学方法

面对疫情，我们利用超星学习通在线授课。时间分配：

授课：

1. 先通过视频介绍软件设计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区

别。通过案例提出问题，并给出利用组合模式实现低耦合高内聚的软件设计

解决方案（20分钟）

2. 观看绪论视频和对应 PPT，提出组合模式解决方案，简介组合模式的概念

和应用场景（20分钟）

3. 讨论：对组合模式的认识？组合模式的机制？组合模式的应用场景？（超

星学习通在线互动（10分钟）

4. 观看视频学习组合模式的设计与实现（40分钟）

5. 问题反馈（10分钟）

教学环节

课前：

预习组合模式

课中：

观看视频，在线讨论

课后：完成作业、预习下节课内容

总结反思
回顾本章重、难点内容。结合课后作业练习情况，总结本次教学完成情 本

次教学效果，并根据教学效果，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下一章节教学实施方案。



十、教学总结

（1）通过学习通的统计功能发现小部分学生教学任务点没有完成，需要教师通过 QQ、

微信、电话等方式及时联系，了解学生的实际状况，没有完成的原因，督促学生及时完成教

学任务。

（2）由于采取线上教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态度不容易观察，知识的掌握程度难以

把握，需要教师课上采取讨论、提问、答疑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

（3）通过学生提交作业的情况发现，部分同学的作业完成度不高。有部分同学反应作业

量偏大，也有同学反馈设计模式编程作业在学习通上书写不方便，后续会进行改进，减少作

业，编程题目可以让学生先自主练习，等到校后再上交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