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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概述 

简要介绍主题的核心内容，如 MVC，及 MVC 中 Controller 的作用与实现 

作业内容： 

1. 搭建 Java Web 开发环境(Eclipse, JDK, Tomcat) 

2. 新 建 Java Web 工 程 SimpleController ， 新 建 HttpServlet 子 类 

LoginController，使用 RequestDispatcher 实现登录控制器功能如下： 

2.1 该控制器能够接受 Http Request 登录请求（请求中携带登录数据 

用户名、密码） 

2.2 该控制器能够将登录请求分发至模型 UserBean，UserBean 完成登 

录业务处理 

2.3 该控制器能够将 UserBean 业务处理结果定向到结果视图；如果登 

录成功视图定向至 login_success.jsp/html；如果失败，视图定向至 

login_fail.jsp/html 

2.4 将 SimpleController 打包为 war，部署在 Tomcat 中，并根据设计 

的测试用例测试该控制器，验证结果是否正确 

3. Http request 在 Web Container 中的处理流程 

4. 比较 JSP Model 1 与 Model 2 架构，说明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场景 

 

1) MVC 概念 

MVC(Model View Controller)，分别表示 M 模型(model)－V 视图(view)－C 控制器

(controller)， 

MVC 是一种软件框架模式（不是设计模式，两者有区别），用一种业务逻辑、数据、

界面显示分离的方法组织代码，将业务逻辑聚集到一个部件里面，在改进和个性化

定制界面及用户交互的同时，不需要重新编写业务逻辑。MVC 被独特的发展起来用

于映射传统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功能在一个逻辑的图形化用户界面的结构中。 

 

2) MVC 中 Controller 的作用与实现 

控制层在服务器端，作为连接视图层（比如用户交互的界面）和模型层（处理业务、

提供服务）的纽带，对客户端 request 进行过滤和转发，决定由哪个类来处理请求，

或者决定给客户端返回哪个视图，即确定服务器的 response 相对应的视图。 

一个 Controller 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 servlet，它的实现需要符合 servlet 的标准，即

继承 Httpservlet 类，覆写 doGet 或 doPost 等方法，同时可以定义过滤器。 

 

3) MVC 中 View 的作用与实现 

视图层其实就是真正与客户端交互的界面，一般为 jsp 动态页面或 html 静态网页，

视图层的数据可以来自用户（用户输入数据通过请求发送到服务器端）和模型层（服

务器返回请求的数据），但是如何展示这些数据却是由视图层自己控制和安排的，所

以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改变展示的方式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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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VC 中 Model 的作用与实现 

模型层才是真正处理用户请求的地方，所以模型层会很庞大（因为业务的种类很多，

需要处理和计算的任务也会有很多），所以通常还会对模型层进行再分层。比如与数

据库的连接和对数据进行处理等。 

 

 

MVC 框架调用图，取自百度百科 

 

 

 

 

如上图，首先假设用户已经打开一个页面，然后用户在表单中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点击确定，这时，表单中的数据（用户名和密码）已经被浏览器包装成为一个 Http 

Message 请求（填入 http header 和 body）发送到服务器端了，在服务器端处理完成后，

服务器将通过跳转页面（也可使用 AJAX 无页面刷新/跳转的返回）将结果页面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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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ttp Message 在服务器端的处理流程（即 Http request 在 Web Container 中的处

理流程）如下： 

1) 来自客户端的 Http Message 在服务器端会被 Web Container 自动包装在一个 Http 

request 对象中，这个对象存放着请求的参数和信息。 

2) Request 对象被 Web Container 接收到的时候会判断 Servlet 实例是否存在，若不存

在则会先装载对应的 Servlet 类并创建对应的实例，然后调用 init(ServletConfig)方法

初始化 servlet 上下文，然后调用 service(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对请求进

行处理，若存在则直接调用 service(ServletRequest, ServletResponse)。 

3) 当调用 service 方法处理时，需要 Web Container 把 HttpRequest 对象与 HttpResponse

对象作为参数传给执行处理任务的 HttpServlet 对象。（这里有可能是一个

Controller，也有可能是一个 JavaBean） 

4) 当 HttpServlet 对象进行处理的时候，会同时获取到 Http request 中 header 和 body

中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了。 

5) 处理完成后，HttpServlet 对象调用 HttpResponse 对象的有关方法，生成响应数据；

（这里有可能会先进行 Controller 的转发，将决定响应数据的视图） 

6) 然后 Web Container 将响应结果发给浏览器。 

 

 

比较 JSP Model 1 与 Model 2 架构，说明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场景 

JSP 技术的优点（不分 Model 1 或 2）： 

1) 一次编写，到处运行，基于 Java 平台的优势。 

2) 安全性高，可以对屏蔽一些敏感信息。 

3) 伸缩性高，通过消息处理机制，可以扩展为分布式。 

4) 开发工具多，社区支持，活跃用户多。 

JSP 技术的缺点（不分 Model 1 或 2）： 

1) 由于基于 Java 平台也增加了复杂性。 

2) 调试麻烦。 

 

 
JSP Model 1 架构是以页面为中心的，将视图层和控制层都放在 jsp 页面中。 

优点：开发容易迅速，逻辑简单清晰，执行效率比 Model2 要高，因为控制和展现不需

要调用其他对象。 

缺点：控制和视图高度耦合，维护和扩展困难。 

适用于小型或者微型，对扩展需求或其他非功能性需求要求不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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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 Model 2 是以 servlet 为中心的，将控制层和视图层分离，解决了 Model 1 的问题。 

优点：相对于 Model 1 来说，控制层和视图层的分离为维护和扩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

可以采用其他的视图层技术而非 jsp 一种。 

缺点：复杂度大大提升，开发效率变低了。 

适用于中大型，对扩展需求或其他非功能性需求要求高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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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 

主题内容所参照的假设条件，或假定的某故事场景，如调试工具或软硬件环境 

 

开发环境： 

Win10 

Eclipse kepler 

JDK 1.8 

Tomcat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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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或证明 

对主题内容进行实验实现，或例举证明，需描述实现过程及数据。如对 MVC 中 Controller

功能的实现及例证（图示、数据、代码等） 

 

流程： 

假设用户名为 world，密码为 hello  

为了方便查看，采用 get 方式提交，可以通过浏览器 url 看到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若采用 post 方式则无法通过 url 看到用户名和密码，所以采用 get 方式提交） 

若登录成功则跳转 login_success.jsp 页面，页面显示 Login Success 的字符串 

若登录失败则跳转 login_fail.jsp 页面，页面显示 Login Fail 的字符串 

 

图 1：项目目录结构，可以看出项目名称为 SimpleController，包名为 me.king，分别有两

个类，一个是 LoginController 作为控制层，一个是 UserBean 作为模型层，然后还有 3 个

jsp 页面作为视图层，分别是 login_fail.jsp，login_success.jsp 和 login.jsp 

 

图 1：项目目录结构 

 

 

图 2：LoginController 代码截图， 

使用注解的方式告知容器，LoginController servlet 映射的 url 为“/LoginController”。 

代码为：@WebServlet("/LoginController") 

在 doGet 方法中，新建一个 UserBean 对象 ub，调用 ub 的 checkLogin 方法，传入 re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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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中的 name 和 pwd。若 checkLogin 验证用户名和密码成功返回 true 则设置跳转至

login_success.jsp 页面，否则跳转至 login_fail.jsp 页面。最后采用 RequestDispatcher.forward

将 request 和 response 两个对象返回至指定的页面。 

其他采用默认，若前端页面采用 post 方式提交，则在 doPost 方法中也需要进行转发处

理，也可以直接调用 doGet()方法。 

 

 
图 2：LoginController 代码截图 

 

 

图 3：UserBean 代码截图， 

定义一个简单的 checkLogin 方法，参数为 name 和 pwd，函数体内直接对比两个字符串，

若正确则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图 3：UserBean 代码截图 

 

 

图 4.1：login.jsp 代码截图， 

编写一个 form 表单，action 设置为 LoginController（就是在 LoginController 类中使用

@webservlet 注解映射的 url），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的 name 属性为 name 和 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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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login.jsp 代码截图 

 

 

图 4.2：login_success.jsp 代码截图， 

简单的在 body 中写入 Login Success。 

 

 

图 4.2：login_success.jsp 代码截图 

  

 

图 4.3：login_fail.jsp 代码截图， 

简单的在 body 中写入 Login Fail。 

 

图 4.3：login_fail.jsp 代码截图 

 

 

图 5.1：使用 Eclipse 内置浏览器测试截图， 

可以看到 url 为：http://localhost:8080/SimpleController/login.jsp，可以在表单中分别填入

NAME 和 PASSWORD，点击 LOGIN 按钮提交至后台服务器。 

http://localhost:8080/SimpleController/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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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使用 Eclipse 内置浏览器测试截图 

 

 

图 5.2：登录成功截图， 

可以通过 url 看到，当输入的用户名 name 为 world，密码 pwd 为 hello 时验证通过时显

示 Login Success（虽然跳转至 login_success.jsp 页面，但此时 url 没有改变为

login_success.jsp） 

 
图 5.2：登录成功截图 

 

 

图 5.3：登录失败截图， 

可以通过 url 看到，当输入的用户名 name 为 world，密码 pwd 为 12345 时，验证失败，

显示 Login Fail（虽然跳转至 login_fail.jsp 页面，但此时 url 没有改变为 login_fail.jsp） 

 

图 5.3：登录失败截图 

 

 

图 6.1：导出为 War 包操作截图， 

在项目目录中右键选择 Export --> WAR file，然后选择导出到 Tomcat 目录下的 webapps

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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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导出为 War 包操作截图 

 

 

图 6.2：部署在 Tomcat 中后使用 Chrome 浏览器测试截图， 

在 Tomcat 目录下 bin 中选择 startup.bat 启动 Tomcat 服务，Tomcat 会自动将 war 包解压

并将应用部署到同名文件夹下，然后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SimpleController 应用的登录页

面地址： 

http://localhost:8080/SimpleController/login.jsp 

然后重复前面 图 5.* 的测试步骤即可。 

图 6.2：部署在 Tomcat 中后使用 Chrome 浏览器测试截图 

 

 

其中，图 5.2 和 5.3 浏览器地址栏 URL 没有改变的原因是： 

由于在 UserBean 中采用的是 RequestDispatcher.forward()方式，这表示在服务器端运行。

http://localhost:8080/SimpleController/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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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采用请求转发，request 对象始终存在，不会重新创建，前后页面共享同一个 request

重定向后浏览器地址栏 URL 不变。 

若使用 Response.sendRedirect()方式，则表示在用户的浏览器端工作。重新定向，前后页

面不共享一个 request。重定向后在浏览器地址栏上会出现重定向页面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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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对主题的总结，结果评论，发现的问题，或你的建议和看法。如 MVC 中 Controller 优点

与缺点，个人看法（文字、图标、代码辅助等） 

 

MVC 这样的话题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提出的概念了，但是至今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使

用，可以看出，目前虽然实现技术和业务类型日新月异，但是我们的业务本质上一直没

有改变。 

而对于这种“古老而经典”的技术，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提出什么创造性的理论和结论了，

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去验证和体会，亲手编码实现这种模式，遇到一些问题，然后解决它，

感受它的优点和缺点，加深印象和体会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作业和实验就是一些基础而入门的东西，远远谈不上有什么建议

和看法，我觉得踏踏实实亲手去实现，去查阅资料就已经是够了，虽然也许很多东西其

实不是自己手写的，但是查阅过和直接 copy 总是会有不同的。剩下的一些东西也许得

在一个大型项目才能体会了。 

 

以下是我查到的一些资料，完成作业后，我将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括号中。 

MVC 相比其他设计模式有着如下的优势： 

（1） 首先，最重要的是应该有多个视图对应一个模型的能力。 

（2） 其次，由于模型返回的数据不带任何显示格式，因而这些模型也可直接应用于

接口的使用。（我觉得是指数据的格式可以升级扩展，比如现在流行的 JSON，

就是一种新的格式，现在很多前后端都在使用，这在以前就是 xml，但依然能

自然过渡而无需对模型有什么大改变。） 

（3） 再次，由于一个应用被分离为三层，层与层之间解耦，因此有时改变其中的一

层就能满足应用的改变。（就像网络 OSI 的分层结构一样，只要下层对上层提供

服务不会变，上层完全不用理会下层的实现方式） 

（4） 最后，它还有利于软件工程化管理。（尤其是多人协作，分工明确可以极大的加

快开发效率） 

 

MVC 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了系统结构和实现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微小型的项目，比如我们现在的

SimpleController 的项目，原本可以一个 jsp 就完成的事情，现在分为了好几个

类了。但是对于中大型的项目，为了维护和扩展，分层，解耦，使用配置文件

是必须的） 

（2） 视图与控制器间的过于紧密的连接。（这一点是必须的，无论任何框架都无法避

免） 

（3） 视图对模型数据的低效率访问。（毕竟视图与数据之间有着很多层，即使每层的

工作很简单，但相互的函数调用也会降低性能，当然不如直接对数据操作来得

快。） 

（4） 一般高级的界面工具或构造器不支持 MVC 架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有所改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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