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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团队开发》

内容概要

本书以团队开发中所必需的工具的导入方法和使用方法为核心，对团队开发的整体结构进行概括性的
说明。内容涉及团队开发中发生的问题、版本管理系统、缺陷管理系统、持续集成、持续交付以及回
归测试，并且对“为什么用那个工具”“为什么要这样使用”等开发现场常有的问题进行举例说明。
本书适合初次接手开发团队的项目经理，计划开始新项目的项目经理、Scrum Master，以及现有项目
中返工、延期问题频发的开发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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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讲的东西都用过，串起来讲了一遍还行
2、感觉很一般啊。很多都是粗略的介绍，而且作者翻译的也不是很流畅
3、明了
4、算是系统的讲解了开发团队提高工作效率和规范工作流程的理念，很多东西都需要展开了去实践
，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全局视野。
5、推荐，蛮好的书，在工程化的路上的工具都有介绍到
6、将团队开发的工具方法讲得比较浅显易懂，但是很多例子都只适用于web项目，对于单机或是内部
环境的还需要调整适应。可以作为参考
7、最近越来越喜欢岛国的书，这本书条理清晰，对问题分析和方案选择的考虑都解释得比较清楚，
图释也很棒，但后面过多的具体技术细节很无趣。
8、写得比较中肯，那种本国与硅谷的差距，是如此地相似
9、介绍大量的团队开发工具与方法，虽然许多工具面向的是WEB与桌面平台，但其方法还是相当值
得借鉴与学习。
10、版本管理和缺陷管理很好，测试和部署不适合嵌入式系统！
11、相当于一篇综述吧
12、方方面面都讲到了，看完之后对这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作者还力图照顾到细节，虽然说这
似乎不必要。
13、深度不够。只是简单的汇总几个工具串烧一下。团队自动化势必成为主流，但是自动化的界限在
哪里，很难讲。在小团队来讲，git和jekins已足够，自动化测试反而增加太大工作量。
14、走马观花看了一遍，适合知识普及和工具选型。
15、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但最终证明不咋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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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花了2天时间粗略过了一遍，据说这本书还得了什么奖，看下来感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书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普及敏捷开发的概念，作者举出了一些开发中“常见”的例子，通
过这些案例对比，很通俗直观的表现出了敏捷开发的优势所在。还有一部分就是讲解敏捷开发会用到
的一些工具的用法。作者似乎非常的推崇敏捷开发，可实际上“敏捷开发”的一些实践还颇多争议，
而有一些即便没争议也夸大了实际的效果。本书的前几章举了一个例子，说某个团队在开发过程中不
用版本控制软件，代码都是拷贝粘贴备份这种方式，之后作者引出了svn和git这样的版本控制软件，说
有了这个神器，就永远告别了前面这种代码和文档的原始的管理方式了。作者说法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这都2016年了喂！还有不用版本控制的团队吗？本书的前面的好多章都是类似这样的内容，且
不说现在几乎没有团队还以如此原始的方式开发项目，即便真的像作者说的这样，我认为也没有必要
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说明这件事，完全可以直接把使用这些工具的好处列举出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有
人想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开发的流程，还是可以买来参考一下的。本书还用大篇幅介绍了另外一个概
念：TDD。作者认为TDD能让我们的项目质量可控，代码质量可控。真是这样吗？就我个人的经验来
看，实际开发却并非如此。换句话说TDD这种东西只能领会其精神，不能一成不变的直接套用在项目
开发中的。如果严格的遵循TDD的标准去编写方法级别粒度的测试用例，覆盖所有逻辑分支，其代码
量往往是项目代码的好几倍。如果还需要多个系统之间的集成测试，整个测试过程会变得更加不容易
，加上测试数据与测试环境的准备，会让编写测试代码和测试代码的后期维护变成一个极为沉重的负
担。而如果系统逻辑本身很简单，这又会使得测试代码的编写成为一种多此一举的行为，测试代码也
会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自我安慰”。比如：假定代码遇到某些输入边界会抛出一个异常，程序员写了
一大坨代码来触发去验证程序逻辑是否正确，这种测试代码写得会让人很抓狂！而且测试还有另外一
个问题，同一个用例项目编码早期可能跟发布时的代码有天壤之别，项目代码都是边开发边优化。而
测试却是很实现细节的表现，过早的编写测试就意味着后面每一次主体代码的修改都伴随着测试代码
维护逻辑一致性的修改。一些极端的TDD甚至主张的实践团队甚至会要求程序员先编写测试用例，在
写符合测试用例的代码，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保证项目的质量。这种做法更是加剧这个问题的产生，诚
然，测试先行确实能一定程度的保证项目逻辑的正确性，但是仅因为这一点好处，就让开发本身变得
负累过重值得吗？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一定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维护性的问题使得代码质量
会急剧下降。试想，如果程序员还没有编写测试用例，可能当他发现实现代码可以优化时顺手就修改
了。如果同时还有许多测试代码对实现代码的引用，那么他必然就要对测试代码做出修改，可能是自
己写的代码还好，无非多动动手多改两处就好，而如果是别人写的代码呢？他本可以优化实现代码，
却由于有测试代码的同步修改而对测试代码的不熟悉使得他就不愿意去修改了！其实单方面的过于强
调这些概念，都是十分愚蠢的掉书袋的行为！依据项目的情况作出合适的选择，这才是正确的项目开
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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