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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crum敏捷开发高级教程:使用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不是一本简单的Scrum方法学的介绍书籍
，也不是一本介绍TFS的工具书，而是一本融合了多方面知识的经验性书籍——跟随Scrum的应用步骤
介绍TFS的具体用法，跟随TFS的特性功能阐述Scrum的实践。《Scrum敏捷开发高级教程:使用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的3位作者是来自不同背景却在TFS和Scrum方面都经验丰富的专家。正因为他
们把各自互补的经验总结融入到了《Scrum敏捷开发高级教程:使用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中，
所以才能清楚地让我们领悟到如何利用TFS这一工具很好地应用Scrum过程，为我们推出优秀的软件提
供保障。

Page 2



《Scrum敏捷开发高级教程》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雷斯尼克（Steve Resnick） （美国）比约克（Aaron Bjork） 译者：朱永光  Steve Resnick
，是BlueMetal Architects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这是一家专注于IT策略、架构、设计和交付的咨询与产品
开发公司。BlueMetal Architects使用敏捷方法按时并符合预算地交付产品。在创立BlueMetal Architects之
前，Steve是微软技术中心（Microsoft Technology Center）的首席技术官（CTO），在那里他负责组织
按地理分布的团队来开发解决方案，并将其部署到世界范围内的数据中心。他使用敏捷方法来管理和
跟踪大小不一的项目。Steve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使用微软技术工作。他对于高伸缩性的Internet
系统、事务处理系统和技术集成经验丰富。他在2008年和别人共同撰写了Essential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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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方面的工作。在2008年加入TFS之前，Aaron在VisualStudio团队中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和开发领头
人。Aaron热衷于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渴望看到团队能够提升软件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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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发布管理——发布管理负责在目标环境中部署产品的后勤保障。这通常包括编写并
测试安装指南，以确保能顺利地实施。它也需要和运营团队协作，以保证遵从目标环境的本地规程和
政策。发布管理角色在接近发布结尾的时候要投入大量工作，不过更早地介入可以极大地提高成功部
署的可能性。 用户体验——用户体验团队负责使用产品的用户的所有体验。在软件层面，包括可视化
设计、信息架构、特性可用性和可发现性，以及系统的整个外观。除了软件本身，用户体验团队还要
撰写文档、帮助文本以及培训。让做这个事情的角色也和其他团队角色保持平等，有助于使整个项目
中的一些重要用户体验问题可被计划到并纳入预算。 1.2.3瀑布法 瀑布法是工程和建筑管理上一种被证
明行之有效的技术。它把项目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由专门的团队进行并交付特定的工作成果
。瀑布这个术语特指甘特图的可视化结构，它通常用来进行计划的安排。图1—2描绘了甘特图的这种
瀑布式图形。 尽管在现代软件的开发中鲜有成功案例，瀑布法在确定的环境下还是非常有效的。在能
够充分了解需求并且解决方案使用被证明有效和成熟的技术的情况下，是可以使用它的。瀑布法偏向
稳定而非敏捷、偏向按部就班的计划而非经验化的尝试、偏向文档而非讨论。接下来的小节会讨论
这3个概念。 1.稳定 如果系统需求是稳定的，那么就可以预见性地构建符合这些需求的解决方案。例
如，如果你被雇佣去建造一座跨河的桥梁，那么会得到一些非常具体的需求。你会被告知桥头和桥尾
在哪里，以及必须承载的容量和交通情况。除此之外，还会有大量的需求。不过由于是举例的缘故，
让我们忽略其他东西并假设它们相对而言是可预见的。基于稳定的需求和稳定的技术，一个有经验的
建筑公司就能为要完成的工作做出很可靠的估算。 如果需求变化过多，就会增加项目时间和成本的估
算难度，瀑布法就会失效。例如，如果你被雇佣去“尽可能高效地让人们在波士顿和剑桥两地之间迁
徙”，那么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原因在于，你无法知道步行、自驾或火车等不同交通方式的
情况，以及桥梁是一座还是两座才够。在这个例子中，有经验的建筑公司或许会提议进行一个调研阶
段，尽可能提供一个固定报价，但是无法准确地计划项目的进一步工作。 对于软件，客户通常会描述
他们想要的解决方案（即“让人们迁徙”），而非产品本身（即“一座桥”）。由于这样的描述太简
单，在项目开始阶段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因此造成瀑布法的使用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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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crum敏捷开发高级教程:使用Team Foundation Server 2010》重点专注过程元素，可以使用Scrum来组
织团队和活动的路线图，并展示了如何使用Visual Studio Team Foundation Server（TFS）来执行Scrum项
目。三位作者把他们多年的经验综合在一起，为你呈现了最佳的实践，还包括了一些帮助你轻松起步
的模板。他们也为你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挑战提供了3种不同角度的处理方式，所有的目标皆在让你快
速掌握使用Scrum和TFS交付典范型软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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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不错，但是翻译的有点粗糙了。当作工具书，顺手查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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