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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机会 

 

 

 

 



个人简介 

• 蔡为东，十余年的软件测试和团队管理的工作经验，是四
本软件测试类书籍的作者： 

– 《软件测试实战—测试Web MSN》 

– 《软件测试工程师面试指导》 

– 《步步为赢—软件测试管理全程实践》 

– 《赢在测试—中国软件测试先行者之道》 

 



内容简介 

• 敏捷给软件测试管理带来的挑战 
• 接受敏捷 
• 敏捷下的测试团队组织结构 
• 敏捷下的沟通 
• 敏捷下的绩效管理 
• 补位 
• 敏捷带来的机会和发展 

 
 

 本演讲基于软件测试管理者的视角和立场。 
 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它们的版权属于原著者。 



让我们彼此熟悉 

• 请2-3位朋友自我介绍 



敏捷下的挑战 



挑战 – 分散的团队结构 

• 挑战1： 传统的测试团队被打散，测试工程
师分散到不同的scrum team中。不同的团队
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步调。 

 

 



挑战 – 角色重叠 

• 挑战2：如何做到既做好了管理，又避免测
试工程师有两个“婆婆”？（领地拥挤） 



挑战 – 绩效考核 

• 挑战3：如何做测试工程师的绩效考核？ 



挑战 – 测试团队 

• 挑战4：测试团队的氛围比以前淡了。如何
仍然维持一个测试团队，又如何提高？ 



挑战 – 自己的绩效 

• 挑战5： 测试管理者如何体现自己的绩效？ 



挑战 – 职业发展 

• 挑战6：测试管理者的重要性似乎降低了，

也出现了测试管理职位减少的情况。软件
测试管理的职业发展的前景在哪里？ 

 

 

…… 



接受敏捷 



敏捷带来的变化 

• 组织结构：在原有的纵向组织结构上，新增了横向切片。
组织结构的调整也频繁了。 

• 工作方式：各种角色组成小团队， 

    目标更加明确，节奏更快， 

    调整更多。每日检查工作， 

    产品持续集成。 

 

• 工作压力：工作压力可能会增大。 

• 思想上：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需要时间。 



接受敏捷 

• 为什么敏捷会流行？ 
– 软件业走下神坛 
– 快速变更的需求 
– 足够好就行（仅限于部分行业） 
 

• 相对来说，测试团队更容易留恋过去。 
– “为什么不是我的leader给我分配工作？” 
– “软件产品的各种需求、设计、交付文档呢？” 
– “在我开始测试之前，开发做了测试吗？” 
– “在scrum team中我感觉势单力薄，也没有归属感。” 
– “我感觉比以前忙了。” 

 



接受敏捷 

• 整个软件研发团队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响应客户
的要求，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软件测试团队
也不能例外。 

• 在变化的大潮中，先适应者会多受益。 

• 测试团队的管理者要先接受敏捷，带着团队平稳
过渡，走向成功。 

– 解决思想上的担忧和疑问 

– 安排培训 

– 帮助员工成功 

 



•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孙中山） 

 



敏捷下的测试团队结构 



敏捷下的测试团队结构  

 

 

 

 

 

 

 
 

 

你倾向于哪一种？为什么？ 

 



敏捷下的团队结构 

• 最少保留一线的测试团队，让测试工程师仍然有
一个自己归属的团队。 

• 发挥测试这个角色的作用。开发、测试、项目管
理、产品管理等多种角色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4 +1 > 5 

 

开发和测试就像齿轮， 

互相促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推动产品走向成功。 



敏捷下的沟通 



敏捷下的沟通 

• 敏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进沟通。多个
scrum team并行工作，有把沟通做的更好的
机会，但也有可能做的不如以前。 



• 不要让scrum成为隔离墙。 

 



敏捷下的沟通 

• 做好与scrum master和开发团队的沟通。 

（1）了解项目计划和安排。 

（2）为工作任务分配提供咨询和建议。 

（3）日常多交互，跟踪工作进度。 

（4） 监督软件质量，提出要求和建议。 

（5）听取和收集对测试工作的反馈。 



敏捷下的沟通 

• 做好与测试工程师的沟通 
（1）引导大家接受敏捷。做好解释工作，回答疑问。 

（2）提供好工作基础服务，不让员工做无米之炊 

（3）指导和监督软件测试工程师的工作，看到成绩，指出
不足，帮助大家提高。 

（4）帮助大家与scrum master/team做好沟通。 

不要让测试工程师感到孤单。 

 

让员工得到两个方向的帮助，而不是 

两个“婆婆”。 



敏捷下的沟通 

• 测试管理者与自己的领导做好沟通 

（1）对组织结构、工作安排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建议。 

（2）总结和展现出团队的工作成绩。 

（3）总结和展现出自己的工作成绩。 

（4）协助好高层管理者接受和做好敏捷。 

 



敏捷下的绩效考核 



敏捷下的绩效考核 

          

• “leader并不了解我的工作，他的绩效考核
是否能让我信服？” 



考核标准 

• “如果没有目的地，你走哪条路都是对的。”绩
效考核难就难在没有标准。 

• 制定标准，并公开。尽可能事先说好，避免临时
规定。（心理契约） 

• 考核标准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管理者自身仍然
是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的参照。 

• 考核标准的稳定性和员工可参与性。 

 



考核标准 

• 考核标准举例：全方位的要求 

– 所负责的软件模块质量 

– 软件测试工作，例如case和bug 

– 工作方法和态度 

– Scrum master的反馈（分类） 

 scrum master性格各有不同，反馈也各有不同，测试团队管理者要通过自

己的分析来对这些反馈进行隔离和分类，以求公正。 

– 对团队的服务 

– 组内同事反馈 （矫正的机会） 

 



日常工作 

• 让测试工程师感觉到管理者依旧熟悉他们
的工作内容： 

（1）测试管理者要保持对测试工程师工作的了
解和熟悉。管理者不能被scrum team这道墙限
制住了，主动工作。 

（2）听取scrum master/team的反馈。 



日常工作 

• 帮助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提高绩效 

（1）鼓励员工积极工作。 

（2）鼓励员工提高。 

（3）鼓励员工互相帮助。 

（4）鼓励员工展现工作成绩。 

     管理者要去发现绩效优秀的员工，同时也鼓励员
工通过业绩自己“跳出来”。 

 



日常工作 

• 以sprint为里程碑，给员工提供绩效的反馈。
提高沟通的频率。 

• 对scrum team中的任务的响应速度和工作质
量是重要的。 



考核过程 

• 考核过程 

（1）鼓励员工多陈述自己的成绩。数据必须准
确。 

（2）管理者复查，考核。 

（3） 定结果，结果归类。 

（4） 面谈。 



面谈 

• 考核结果的沟通 
（1）准备好面谈。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能说服对方。 

（2）维护友好的面谈氛围。 

（3）引导两个比较坐标（横向和纵向）。 

（4）不回避主要问题。 

 



考核之后 

• 落实考核结果 

（1）考核结果应该成为加薪、升职的主要因素。 

（2）存档，备查。 

 

考核结果不落实，绩效考核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敏捷下的考核 

• 听取scrum team的反馈。避免scrum master不同的性
格带来的差异，以测试leader作为主要参照系。 

• 邀请scrum master主动给反馈。 

• 测试leader要像以前一样了解员工的工作。 

• 鼓励员工主动让测试leader了解自己的工作。 

• 鼓励员工展现自己的业绩。 

• 增加对员工在绩效上的反馈频率。帮助员工提高。 

 

     在不同的scrum team里有些绩效数字可能不一样，但
是优秀的工作都是相似的。 

 

 
 



补位 – 敏捷下的测试管理思路 





补位 - 敏捷下的测试管理思路 

• 补位：主动观察，哪里需要“补充”，什么对
团队有利，就去做。 
（1）鼓励和帮助团队接受敏捷。 

（2）做好沟通。 

（3）看到各scrum team之间的空白区域。 

（4）观察和辅助各scrum team中的测试方法和测试任务
分配，提供咨询和引导。 

 



（5）监控产品质量。让软件研发进度和质量可
度量，可见。 

• 新功能覆盖率 

• 测试用例执行率 

• Bug分布图（模块，Severity, …） 

• Bug趋势图 

 



（6）评审测试用例、自动化代码、bug等，提高
团队的测试工作的水平。 

（7）为测试工程师提供各种服务。 

（8） 为测试团队思考。 

 



创造和维护积极的团队氛围  

• 尊重和公平 

• 管理者以身作则 

• 鼓励分享和提高 

• 团队做出贡献，每个个体也有发展 

 

    团队管理先适应不同的团队结构和软件研发方法，
然后超越它。 



敏捷带来的机会和发展 



敏捷带来的机会 

• 测试工程师的技能得到提高。接触新领域和新技
术的可能性增大。 

• 测试工程师在公司内部有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 

• 测试团队能完成更多的任务，价值更大。 

• 软件测试工程师可以向前端（需求收集，软件定
义）和后端（客户支持）延伸发展。 

• 测试团队团结得更加紧密。 

• 测试管理者的能力和绩效会得到提升。 

 
或左，或右，测试管理者起着重要的作用。 



软件测试管理的发展之路 

• 专门的测试管理职位会少一些，但适者生存，保
留下来的测试管理职位的重要性更大。 

• 技术和管理一肩挑。多学习，保持做技术工作的
能力。 

• 职业发展：测试管理者，测试架构师；需求分析
师，系统架构师；项目管理者；售后服务团队管
理者；售前工程师；培训师，大学老师等。 

• 保持危机感。 

 



软件测试管理的发展之路 

• 软件测试是一种服务。把服务做好，让自己专业
化，尝试着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 做管理者，做领导者。 

 



欢迎任何问题 

 

 
 

 

                                   

 

 



《行之有效：IT技术团队管理之道》 

作者：蔡为东 

即将由电子工业出
版社出版 



谢谢大家！ 

欢迎关注《赢在测试2》！ 
 

蔡为东 
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