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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 任务 
测试用例制定 针对具体的测试指标,编写测试用

例 
测试用例要规范,具体 

测试用例实施 搭建测试平台,配置测试环境,执行

测试 
记录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分析 对结果进行分析,如果结果不合理

或不满意,给出改进意见 
给出测试结论 

总结与交流 小组汇报,回答问题 给每组打分评价 

3.项目示例 

项目 项目内容 课内学时 课外学时 实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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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组织与教学方法 

1．教学内容的实施 

本课程教学由校内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负责完成，其中的项目来自企业真实项目或

者对实际工程项目的提炼 

2．教学方法 

1、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方法。以项目为载体，学生组成项目组，建议 4-6 人为一组，以

项目实施方式完成教学目标，包括项目内容与任务分解、项目进度与资源管理、团队沟通管

理等方面。 

2、研讨性学习、实践性学习。对于学习中所遇到的大量新知识与新技能，需要学生充

分借助于组内的研讨和真实设备环境下的实践性学习，所谓“learn by studying,learn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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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外学习 

1）进行 SCPT 认证准备（可选） 

2）测试规范的学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YD/T 1260-2003 基于端口的虚拟局域网（VLAN）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YD/T 1287-2003 具有路由功能的以太网交换机测试方法 

 YD/T 1141-2001 千兆比以太网交换机测试方法 

 YD/T 1251.2-2003 路由协议一致性测试方法——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OSPF） 

 YD/T 1251.3-2003 路由协议一致性测试方法——边界网关协议（BGP4） 

 YD/T 1156-2001 路由器测试规范—高端路由器 

 YD/T 1098-2001 路由器测试规范-低端路由器 

 YD/T 1075-2000 网络接入服务器（NAS）测试方法 

 

七、主要教材（指导书）及参考用书 

本课程没有明确的教材可供选择，但就参考资料而言，学生可以查阅相关标准组织的协

议或标准，厂商的技术白皮书、产品说明书、在线技术讲座或案例资料等。 

八、考核与成绩评定 

本课程成绩评定主要考虑过程与成果相结合的方式：1）平时成绩由学习态度（含考勤）、、

工程日志、项目组成员互评分、技术研讨演讲报告、项目组日常管理成效等组成；2）成果

包括项目组内研讨的成果、项目实施成果和课程总结。上述各部分在考核成绩中的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成绩考核评定 

评 价

因子 

成果 平时成绩 

项 目

规 划

与 设

计 

项 目

实 施

与 测

试 

课程总结 

考勤 态度 工程日志 项目组成员互评分 

技 术 研

讨演讲报

告 

比例 15% 30 15% 10% 10% 5% 5% 10% 

 

九、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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