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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短短几年时间，Scrum跃升为敏捷首选方法，在全球各地得以普遍应用。针对如何用好、用巧这个看
似简单的框架，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条理清晰的脉络阐述和提炼出Scrum的精髓。全书共4部分23
章，阐述了七大核心概念：Scrum框架，敏捷原则，冲刺，需求和用户故事，产品列表，估算与速率
，技术债；三大角色：产品负责人，ScrumMaster，开发团队以及Scrum团队构成：Scrum规划原则及四
大规划活动：多层级规划、产品组合规划、产品规划和长期规划；冲刺四大活动：规划、执行、评审
和回顾。
本书取自作者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员工个体和管理层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可以帮助企业
顺利导入Scrum，在动态的商业环境中以积极心态拥抱变化，做出优秀、卓越的产品，走上创业、守
业、常青基业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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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Kenneth Rubin，Ken提供Scrum和敏捷培训与教导服务，旨在帮助企业以更高效、更经济合理的方式开
发产品。作为一名认证的Scrum培训师，他曾为1.8万人提供过Scrum和敏捷培训，管理过面向对象项目
与企业转型管理过程。他还为数千家公司（从初创公司到财富十强的企业）提供教练服务。Rubin是
全球Scrum联盟的首任常务董事，Scrum联盟是一家非盈利机构，着眼于推广Scrum的成功应用。从事
开发工作期间，Rubin也是一个能干的多面手，先后担任过Scrum产品负责人、ScrumMaster和开发人员
。他的管理经历也很丰富，担任过CEO，COO，工程副总，产品管理副总和专业服务副总。他还
是Succeeding with Objects: Decision Frameworks for Project Management一书的合著者，此书出版于1995年
。他还独立开发了业内享有盛誉的OBA/D（对象行为分析与设计）方法论。
译者简介：
姜信宝(Bob Jiang)，敏捷教练，旨在帮助企业改进工作流程以取得更好的商业价值。
Bob是国内敏捷社区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是Agile1001公开课（http://agile1001.org）的联合发起人，微信
公众号是Agile1001。他的博客是http://bobjiang.com
米全喜，IT行业的一名老兵，敏捷爱好者，在软件开发、测试、项目管理和运行方面都有一定的工作
经验，目前从事金融行业IT流程管理工作。翻译作品有《团队之美》和《编程人生》等。
左洪斌，供职于爱立信中国研发中心，十年以上IT从业经验，三年ScrumMaster经验，CSM。爱读书，
爱音乐，也爱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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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63
通过验证工作结果来度量
进度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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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经典，非常适合初学者。
2、Scrum 敏捷管理，没有人的高效的自我管理，很难建立敏捷团队。这本书是实战指导，不可或缺的
必备工具。
3、可以实操的一本书，作者的描述很细腻，不极端。如果有更多思想上的提炼，就丰满了。
4、内容详尽全面，是学习scrum的好书
5、非常好的书，内容很全面，帮我全面了解了 Scrum 的方方面面。
6、敏捷开发敏捷测试，大势所趋，互联网公司需要快速生产快速适应不同的变化，就必须认真做好
敏捷，适应敏捷，敏捷的好处不言而喻
7、非常清晰，后面可以再读一遍；书中对scrum的流程以及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流程，各个流程中的含
义都有清晰的讲解；比如说为什么要进行站立例会？scrum和瀑布式的区别？核心就是为了更好的应
对变化和不确定性以及人随着不断实践才能增长的知识。
8、具备实操性的一本书，适合有实战无理论框架的人，也适合知道边角想应用的人。
9、详细说明了Scrum的核心概念，要素和运用原则。开门见山地通过Cynefin框架划分Scrum的最佳适
用范围。与《构建之法》中对敏捷的观点一起，从两个角度观察“敏捷”适用情景。这是对自己最大
的收获！
10、亚马逊美国网站上敏捷类书籍最畅销书！本书的作者是《Scrum敏捷软件开发》作者Mike Cohn的
老板。从事敏捷开发接近20年，经验丰富，错不了！
11、敏捷之道，精髓
12、历时一个月读完了，系统性学习了下敏捷开发的理论。但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习惯了瀑布开发
，转向敏捷需要教练和团队磨合。
13、Scrum的书基本上大同小异。
14、读的挺快，完了之后至少对于敏捷有了一些理解
15、了解敏捷开发和Scrum最基础、最权威、Amazon读者评分最高的一本书，没有之一！
16、断断续续的算是看完了，跟mikecohn写的一样好，只是侧重点不同
17、比较细致，有理论，有实践，对学习Scrum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
18、内容完整，是我敏捷实践的参考必备，我们团队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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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都知道敏捷这个词意味着，快和变，行动要快，要适应经常发生的变化。传统模式向敏捷模
式转变需要借助一些资源，《Scrum精髓》这本书正好是敏捷转型必须借助的一本很便宜又很实用的
资源，敏捷的好处不言而喻。敏捷开发和敏捷测试目前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和一些传统企业正在实施的
开发和测试模式，这种敏捷方式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开发测试效率，虽然敏捷需要遵循一些模式
上的流程，比如，user story以及user story 拆分，站例会，retrospective meeting（回顾会议），迭代
，scrum team,scrum master, Product owner 等等角色和定义，这些角色正是敏捷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套
体系，每个角色的分工定义不同，敏捷对一个开发和测试团队的影响很多，加快了开发和测试之间的
沟通，以及问题的快速解决，敏捷迭代的周期对不同的user story可以定义不同的迭代周期，一个迭代
实现的task有很多，迭代与迭代之间的任务可以灵活分配，一个迭代完成正常情况下是需要有回顾会
议的，可以发现这个迭代中的一些好的的和不完善的地方，有助于下个迭代去提高和改进，包括技术
方面的，团队成员沟通，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合作方面的等等，一个user story完成后会发现，敏捷团队
成员都成长了，有很大的提高。总之，敏捷转型适用于各种亟需转型的公司，亟需提高生产力，适应
快速变化环境的公司，推荐这本实用的敏捷书籍《Scrum精髓》
2、研读了不少scrum方面的书，感觉这是最好的一本。scrum的概念看起来很简单，但正是因为概念简
单，很多情况下软件团队看了些网页，读了几篇文章，就认为自己掌握了scrum，然后急于操作，做
了backlog，搞了站会，就认为自己已经是agile，已经是scrum了，然后忽然发现好像实施”scrum“中
有很多疑惑，好像”scrum“非常不适合自己的复杂的项目。我就是这样，直到读了这本书...我们团队
承担了很多不同类型系统的开发任务，前期看了”硝烟中的scrum和XP“、”用户故事与敏捷方法“
在加上一些网页后，都觉得自己理解了scrum，就开始懵懵懂懂的实践起来，做了一段，心里充满了
疑问，难道scrum只适合那些简单的小项目？疑惑中找了一堆书看，看来看去那些书里都是在重复的
介绍那些简单的scrum概念，用一些很简单的项目来讲解，边看边觉得书中描述的方法似乎无法同我
们的复杂项目场景挂起来。直到读了”scrum精髓“，才真正了摸到如何在复杂项目组合、复杂项目
、大型团队应用中应用scrum的方向。scrum精髓深入解析了scrum原则，之后对各种实践进行深入的辨
析和介绍，感觉对实操的指导意义很强。理解了原理，在scrum实践的过程中就能做出各种正确的判
断，找到合适的方案。大赞...
3、但是没种套路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乌托邦就那么一个，但是在实现不了乌托邦的时候，到底强调
哪一方面，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理念。敏捷就在于自律，这样就可以小而快的运作起来，而当组
织过于庞大的时候，也就难以自律。所以公社运动容易失败，包产到户就有积极性。罗素的《权威与
个人》也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种现象。所以现在的很多理念在前辈和长者那里都有过探讨，只是越发展
，探讨的就越细，一句话就变成了一段话，一段话变成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就变成了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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