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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敏捷开发的测试模式

摘要：本文对于常用的软件开发模式和测试模式进行比较后，着重介绍了针对新型的开

发模式——敏捷开发的测试模式，并对于这种测试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及本测试模式在实

际项目中的运用，并介绍了自动化测试管理工具 TD（Test Director）和自动化功能测试工

具 QTP（Quick Test Professional）在新型测试模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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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敏捷开发是一个迭代的、增量的、需求频繁变更的过程，客户每周都希望看到新

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直观体现给客户的就是产品功能的增减，这种非常短的循环，使

终端客户可以及时、快速地看到他们花钱构建的软件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因此直接

做成可以工作的软件比大量的描述性文档更有效。

正因为敏捷开发的特殊性，敏捷开发的测试无法像传统测试那样：项目初期根据

详细的需求文档、设计文档来设计测试用例。因为最初的需求只是一个雏形，甚至连

界面也没定，做成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功能开发也不能确定，只能一步步的与客户

确认和修改才能定下来；因此用例设计只能通过产品写用例；即先根据简单的需求写

出用例的框架，然后拿到产品后，一边添加测试用例一边进行测试。同时敏捷开发的

测试模式与传统测试模式不同的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包括 PM、开发人员等也都会一

起投入测试。提高系统质量是个 Team work，在开发过程中每个成员都有责任提交高

质量的软件交付物（需求、代码、设计文档...），尤其我们团队的“敏捷开发”的项

目中，我们还面临人员缺乏、项目多而分散的背景，更加需要整个团队都必须积极投

入到测试过程中，PM、DEV、测试都需要积极参与测试和项目的质量保证工作。

(二) 介绍新型的测试模式

图 1 敏捷开发测试模式

从图 1 不同的环中表示不同的敏捷实践，外环主要是开发的角度，内环为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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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测试计划和用例：在测试初期，主要是审核用户需求（FRD）定义的完整性、严密

性和功能设计的可测性，然后根据用户需求设计测试计划。测试计划主要说明，（1）测试资

源：在测试过程中需要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补丁版本，数据库版本，被测软件版本，还

有诸如打印机、扫描仪等外部信息）和人力资源；（2）测试内容：测试的功能点，测试的类

型（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性测试，压力测试等）测试的方法，哪些可以自动化测试，

哪些需要手动测试。如果是后期，主要是设计测试用例，包括性能测试用例，功能测试用例

以及界面测试用例。同时完成配置库的配置，平台的搭建等内容，如一些管理工具（CQ,

TestDirector，SVN）以及用户分配等。这个阶段主要输出：测试计划和测试用例。

更新测试：如果是在迭代（发布不同版本）过程中，客户可以根据上次所提供的产品

做出一些新的合理的变更，这时我们需要根据变更来更新测试用例。准备在下一个版本中进

行测试，也是新版本测试的重点。

执行测试：这时的测试主要分为两大类：接口测试和功能测试。接口测试推荐开

发人员在提交代码前直接运行自动单元测试脚本来验证。功能测试：新功能代码提交

后，由测试人员单独执行，首先会验证需求文档中的基本功能，一旦出现问题，那就

说明开发人员的实现违反了最初客户定义的需求，应及时向开发说明问题，并且和客

户沟通，确认开发和测试理解是否一致。之后再进行其它全面的功能测试，那么测试

人员要及时与开发人员沟通。同时提交缺陷并且跟踪。这个阶段输出的制品是：本版

新的测试用例的执行，缺陷记录。

自动化测试：主要用于回归测试阶段。在发布周期中，随着功能的不完添加与完

善，回归测试的任务也就越来越重，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 新型测试模式在实际项目的运用

实际参与测试的敏捷开发项目是 Webpos。该项目就是采用的敏捷开发的模式：接

受客户频繁的需求变更来适应变化；经常性地交付可以工作的软件，交付的间隔一般

为一周。这就要求测试组在短期内迅速的对应新增或者变更的需求进行验证测试。我

们采用的测试流程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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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测试流程

在 WebPos 项目的测试中，贯穿全部测试的主要是新增功能测试和回归测试。测

试执行的一开始可以是针对部分功能的，之后可以逐步扩展。接着开始采用迭代的过

程完成测试任务，即将测试任务划分为多个周期，一开始可以做些关键的功能性测试，

可以对代码中的可复用部分（组件，构件）做完整的测试。接着的迭代周期可以做边

缘化的功能测试和其他测试，最后的几个迭代应该用于回归测试，和关键的性能和稳

定性测试。特别是回归测试尤为重要，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自动化测试工具来提高测

试效率。因此我们引入了测试管理工具 TestDirector 和自动化测试工具 Quick Test

Professional（QTP）。这样在每次发布版本时，TD 上面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测试集。如

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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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TD 测试集

导入自动化测试脚本，运行完毕后对回归测试结果进行分析。自动化测试结果如果出

现错误，一般是两个原因：一是程序本身就存在缺陷，二是由于测试脚本错误的原因。测试

人员可以通过错误结果分析出错的原因：程序本身的问题就提交给开发人员进行修改；若是

测试脚本的问题，则由测试人员自己修正测试脚本。执行完毕后，可以将执行结果导出保存

为回归测试记录。

利用QTP进行自动化测试：开发人员完成本版新增功能或者需求变更的编码工作，

遗留版本的缺陷修改后，会给客户提交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版本。这时测试人员需要

对功能进行测试。对于新增的功能，由于测试时间的紧迫，一般是以小时来计算的，

无法在短时间内添加新增功能的自动化测试脚本，所以当时采用手工测试，等功能稳

定后再添加自动化测试用例的方式；同时对于一直稳定的功能，进行回归测试。如图

4,建立功能测试流。

图 4 功能测试流

自动化测试用例也是通过 TestDirector 来管理，可分模块和功能来管理，不同

的测试人员也可以随时添加和更新测试用例的脚本。在执行测试阶段中，测试人员需

要对已有的测试用例进行及时的维护。通常以下两种情况下要新增一些测试用例：一

是对于当初测试设计不周全的领域，二是对于外部的 Bug（比如从客户报告来的），没

有被现有测试用例所覆盖。当产品的功能设计出现更改时和现有的功能需求同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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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5.

图 5 自动化测试用例

测试结果的分析同回归测试结果分析。

在每一次提交版本后，把开发人员和顾客代表包括进来，不要只是测试员自己做

测试，开发也和测试人员一起测试新的版本。计划在每个迭代中探索产品，寻找 bug、

遗漏的问题和改进的机会。

(四) 新型测试模式在敏捷开发中的优点

1、可以快速对应频繁的变更。

由于敏捷式开发持续地改进设计，以便于每次迭代结束生成的系统都具有最适合

于那次迭代中需求的设计。那频繁的变更和版本的发布，只能通过自动化测试来保证

已经确认的功能，而新功能和需求的测试成相应版本的重点。

2、自动化测试，减小人力或者重复劳动。

纯粹的自动化功能测试，而不是手工测试。即使测试用例有上千个，自动化测试

也可以每天可以回归几十次。而手工测试如果要回归，将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重复劳动。

也许，测试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它对于构架和设计的影响。为了使一个模块或者应

用程序具有可测试性，必须对它进行解耦合。越是具有可测试性，耦合关系就越弱。

全面的考虑验收测试和单元测试的行为对于软件的结构具有深远的正面的影响。

(五) 新型测试模式的不足

1、频繁的变更，对自动化测试架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自动化功能测试是基本 UI 的测试，如果是频繁的变更，不便于自动化脚本

的维护。那么这就对代码的架构提出更高的要求，怎么样让自动测试脚本快速对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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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开发人员在设计初期就应该考虑到测试先行的问题，就应该有不同于普通的系统

架构方面的权衡，而不是在进行迭代后，使用自动化测试工具出现很多问题之后，才

发现架构的问题，这时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都是很巨大的，在 Webpos 项目中，就是

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导致自动化测试脚本在每次版本变更后对应起来非常困

难，甚至在项目中期因为可扩展性差的问题而重新进行架构设计，造成了大量的人力

成本的浪费。

2、如果太多依赖客户，影响我们在客户心中的信誉度。

由于敏捷开发中频繁变更的需求都是从客户那里获取的，所以对于一些建议性方

面的 bug 是否该提，测试人员的立场非常尴尬。因为开发人员不愿意为了这些建议性

的问题来增加工作量，特别是这些问题客户可能并未提出。时间久了就会对测试人员

产生抱怨。这样，测试人员的积极性也会被降低甚至从此不再关注此类问题；但是对

于客户来说，遇到此类问题就可能会抱怨为何测试人员没能及早发现而遗留到最终用

户手上。

3、由于自动化测试，对测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敏捷开发的测试人员不但要熟悉开发语言、自动化测试工具，能够编写自动化测

试脚本或者用工具录制，而且要参与项目和系统的需求分析和架构设计中。但是对于

目前实际的项目，测试人员只是被要求进行验收测试，并没有被要求更多的思考需求

的可实现性，也没有将自身作为第一用户参与项目和系统的需求分析，设计和开发。

当然这也是很多敏捷开发项目中测试人员甚至开发人员都无法达到的水平。这也是我

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六) 改进

无论是传统开发的测试模式，还是新型开发的测试模式，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产品

质量，达到客户满意。对于目前实际项目来说，目前仍旧需要持续改进的就是：

1.系统架构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测试的需求和可测试性。

2.测试人员加强主流测试工具的学习，提高测试水平，并且积极的参与到项目讨

论及客户交流中去。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持续改进，使我们的团队充满激情和活力，能够适应更大的变

化，做出更高质量的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