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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结合当前流行的移动开发模式,给出融合传统 Web开发模型、移动互联网 APP智能客户端及响应式

Web技术的混合跨平台开发模型,并针对不同的 Web应用给出适合的开发设计思路及建议.此外,文章还对模型中跨平

台 Web技术的应用进行了测试,取得较好的效果,以期为从事移动互联网 Web应用开发学习者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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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融合传统移动

通信、互联网及各种智能终端的创新服务新模式

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日渐成熟,基于移动智能终端

的应用朝着智能化及便捷性等方面迅猛发展并得

以普及,而基于传统桌面客户端的互联网办公模

式(即传统 Web办公方式)愈来愈无法满足用户

的多样性需求.任何新技术只是对传统技术有效

的补充.相对于传统的桌面有线办公模式,移动

互联办公模式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由于移动终

端的限制及资源短缺性,与其相关的接入网络、运
营商之间的强相关性等因素,智能终端服务要求

响应时间极短,无法适应大批量的数据处理业务.
因此,有效利用传统 PC端 Web处理数据的优势

(如对大批量文档、图形图像 的 批 处 理 等),又 充

分考虑移动智能终端处理数据的便捷化等特性,
进而将应用扩展至当前业界热点———跨平台的混

合移动 Web开发与应用,是该领域应用发展的主

流方向.
本文结合传统 Web服务 器 端 应 用 开 发 及 移

动 APP客户端开发技术、混合跨平台移动互联网

开发的特点,融合三者的优势,结合当前互联网专

业的发展热点,同时针对当前移动互联网界基于

多系统智能应用系统的不兼容问题,从专业学习

者的基础出发,设计了适合大多数移动终端系统

的通用开 发 框 架,为 从 事 移 动 互 联 网 学 习、Web
开发学习者提供参考.

１　融合 APP客户端的响应式 Web架构开发模型

结 合 传 统 Web 服 务 器 端 应 用 开 发 及 移 动

APP客户端开发技术、混合跨平台移动互联网等

技术的特点,为充分发挥三者的优势,作者给出融

合 APP客户端的响应式 Web三层架构应用开发

模型.
如图１所示,基于传统PC端的 MVC(Model,

View,Controller)三层应用开发模型与基于移动

智能终端合开发模型合二为一,这也是目前既成

事实的 Web应用开发主要模型.
基于传统 PC 端的 MVC 三 层 应 用 开 发 模 型

中(如图１右侧),为提高应用系统开发效率及充

分发挥各成员的技术专长,同时兼顾后期维护的

便捷 性,Web 应 用 系 统 一 般 由 团 队 协 作 开 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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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常采用框架技术以节减开发成本及缩短开

发周期,典型架构 思 路 是 基 于 MVC 设 计 的.基

于 Web的应用主要由后台(服务器端)及用户前

端两部分组成,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流行,用户前端

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桌面应用(浏览器)和移动客户

端(智能移动终端).在 B/S(浏览器/服务器)模

型的应用中,通过浏览器(客户端)对服务器的访

问所需数据及事务处理均由服务端进行处理,将
结果返回至客户端;同理,移动客户端与服务器交

换数据的方式与上述方法类似.由此可知,在移

动互联网应用中的后台(Web服务器端)依 然 是

Web应用的核心及关键.

图１　融合 APP客户端的响应式

Web架构开发模型

基于移动端应用开发典型模型如图１左侧所

示,智能终 端 的 应 用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方 式:原 生

(Native)APP 应 用、基 于 HTML５ 的 跨 平 台 移 动

Web应用及混合应用(HybirdAPP)开发[１Ｇ２].其

中:(１)原生 APP是基于不同操作系统的应用开

发,与操作系统联系紧密,但移植性差;(２)基 于

HTML５的移动 Web应用则采用目前较为成熟的

Web 技 术 (HTML５、Jquery(Javascript 框 架 )、

CSS３等)及开发框架,能以较少的成本及开发周

期,使开发人员迅速从基于桌面电脑的应用开发

转向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应用开发,同时该方式

支持跨平台的移动智能终端(在 WindowsMobile、

Android、IOS为基础的系统正常运行),缺点是对

底层 硬 件 支 持 较 少;(３)基 于 混 合 应 用 (Hybird
APP)开发则充分利用原生应用开发、HTML５跨

平台 Web开发二者的技术优势.开发者无需掌

握原生 APP开发语言,通过编写一次 Web代码,
借助于相应的框架,便可将其编译成基于不同系

统(Android、IOS等)的 智 能 终 端 上 应 用,可 大 大

提高跨平台应用开发的效率.使用该开发模式,

Web开发人员无需额外的学习,以几乎零成本融

入到移动互联网开发学习中来,迅速转型为移动

应用开发者.此外,相对于 HTML５跨平台移动

Web应 用,混 合 应 用 开 发 者 可 以 自 行 进 行 系 统

API封装,调用任何期望的系统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了目前 HTML５跨平台调用 API匮乏的缺

陷.
在移动 互 联 网 应 用 开 发 阶 段,可 实 现 传 统

Web开发模式与移动开发模式优势互补:经过授

权的 PC 端使用浏览器即可访问应用系统,适用

于处理大批量的业务数据;灵活便携的移动智能

终端延伸了传统 PC 端的触角,利用移动智能终

端便捷的联网能力及可有效利用的散碎时间进行

通信等优势,方便用户随时随地联网应用,有效地

扩展了网络应用的功能.达到随时随地以协同办

公、学习、娱乐等方式应用的目的,该方式采用智

能终端移动则更为合理.
开发模型中的应用前端(客户端)之一:桌面

PC或便携客户端适用于固定办公,对于 Web应

用中的大批量数据处理问题、网络稳定性能要求

比较高的应用或者耗时较长的交互式应用及系统

后台管理,采用桌面 PC 或便携客户端比选用移

动智能终端处理起来更为便捷.以桌面 PC或便

携客户端办公为主的 MVC三层应用架构分工明

确,其优点在于把视图(表示层 V)设计与数据持

久化(模 型 层 简 称 M)进 行 分 离,从 而 降 低 耦 合

性,易于扩展,提高团队开发效率.其中,View 层

对应图１中的桌面 PC 或便携客户端,用浏览器

浏览的网页页面显示数据和提交数据;Controller
(控制器)对应图１中的 Web服务层,主要是用作

捕获请求并控制请求转发,对于模块事务的具体

处理即由此层来完成,需要访问数据时则向与数

据层进行交互,将用户需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后以 HTML网页语言进行包装,并经浏览器访问

获取相应视图.Model层对应图１ 的 数 据 库 层,
该层主要实现业务逻辑以及数据库的交互;

开发模型中的应用前端(客户端)之二:移动

智能终端则更适用于移动应用,在实际选型时,还
应根据应用问题的类型进一步细化:

(１)对于交互性频繁、实时性要求较高、开发

周期长的移动端应用,动画、游戏等需求较高的应

用,选用图１的原生(Native)开发模型可 望 取 得

较好的效果;具体实现时应注意相关的技术细节,
如移动终端实时访问 Web应用系统时,受时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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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明显,表现为:移动智能终端启用 APP应用

程序或者进行远程数据库访问服务时,若响应时

间超过３－５ 秒 时,系 统 会 提 示 不 可 达 等 相 关 信

息,处理该问题必须引入线程等技术.
(２)对于交互性一般、需要跨平台的移动互联

网应用,并尽量减少针对不同平台的二次开发工

作.选用图１中的混合应用(HybirdAPP)开发模

型可望取得更佳的效果.使用该模型,Web开发

人员无需额外的学习,迅速从基于桌面电脑的应

用开发转 向 基 于 智 能 移 动 终 端 的 应 用 开 发.此

外,混合应 用 开 发 者 可 以 自 行 进 行 系 统 API封

装,调用任何期望的系统能力,对移动智能终端的

摄像头、指 南 针、文 件 系 统 等 进 行 访 问.除 此 之

外,该模型利用如图１的 PhoneGap[３](基 于 HTＧ
ML５、CSS３、Jquery)等 移 动 开 发 技 术 框 架 技 术,
只需编写一次代码,便可将其编译成基于不同系

统(Android、IOS等)的 智 能 终 端 上 的 应 用,可 大

大提高跨平台应用开发的效率.混合应用开发模

式为开设移动互联网专业的高校及培训机构在人

才培养方案的规划及实施提供新的思路.混合跨

平台的智能终端开发模式兼容性,既可缩短开发

周期,又可节约成本.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
模式应能大量的应用.

开发应用软件的最终目标是面向用户及提高

工作效率,融 合 APP 客 户 端 的 响 应 式 Web架 构

开发模式也应该从用户使用便捷性角度出发.响

应式 Web技术的流行,进一步助推了移动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本模型中所有的 Web应用,均采用

响应式 Web开 发 技 术 (如 HTML５).但 响 应 式

Web技术并非颠覆原有的 Web开发技术,只是顺

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先前技术进行有效的扩

展,即兼容传统的 Web技术 如 Ps、HTML、CSS、

Jquery(Javascript类 库)等.通 过 响 应 式 Web前

端开发技术,只需一次性编码,便可自适应于各种

终端平台(PC端或智能终端).根据智终端自动

调整适配屏幕尺寸,大大减少开发者的工作.
本模型中,除 PC 端 之 外 的 移 动 智 能 终 端 的

应用,不论采用何种开发模型(混合应用(Hybird
APP)开发模式或者基于 HTML５的移动 Web开

发模式),与后台数据进行交互处理模式均采用与

传统 PC端应用类似的典型 Web MVC 三层架构

开发方式,此举同样以减少模块之间的耦合性,提
高开发效率为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选用何种开发模式,在开

发过程应 尽 量 优 化 结 构,使 系 统 性 能 达 到 最 优.
如在原生(Native)开发模式下可将移动 Web服务

器端 APP客户端所需的数据库数据转换成目前

流行的Jason格式,并在数据传输 的 过 程 中 进 行

压缩和加密,以确保应用系统的安全性[４－５].

２　融合 APP客户端的响应式 Web架构的实现

根据图 １ 模 型 架 构 思 路,作 者 对 跨 平 台 的

Web应用 APP进行了测试.相关步骤如下:
(１)采用响应式 Web技术(基于 Kendo网页

框架),融合 HTML５、CSS３、JqueryMobile技术实

现了客户前端界面,并使相应 Web页面适用于各

终端页面.关键代码如下所示:

＜metaname＝＂renderer＂content＝＂webkit＂
＞

＜metahttpＧequiv＝＂XＧUAＧCompatible＂conＧ
tent＝＂IE＝edge＂＞

＜metaname＝＂description＂content＝＂＂＞
＜metaname＝＂keywords＂content＝＂＂＞
＜meta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Ｇwidth,initialＧscale

＝１,maximumＧscale＝１,userＧscalable＝no＂＞
＜! ＧＧNoBaiduSiteappＧＧ＞
＜metahttpＧequiv＝＂CacheＧControl＂content

＝＂noＧsiteapp＂/＞
＜linkrel＝＂icon＂type＝＂image/png＂href

＝＂assets/i/favicon．png＂＞
＜! ＧＧAddtohomescreenforChromeonAnＧ

droidＧＧ＞
＜ meta name＝＂ mobileＧwebＧappＧcapable＂

content＝＂yes＂＞
＜linkrel＝＂icon＂sizes＝＂１９２x１９２＂href＝＂

assets/i/appＧicon７２x７２＠２x．png＂＞
＜! ＧＧAddtohomescreenforSafarioniOSＧＧ

＞
＜metaname＝＂appleＧmobileＧwebＧappＧcapaＧ

ble＂content＝＂yes＂＞
＜metaname＝＂appleＧmobileＧwebＧappＧstatusＧ

barＧstyle＂content＝＂black＂＞
＜metaname＝＂appleＧmobileＧwebＧappＧtitle＂

content＝＂AmazeUI＂/＞
＜linkrel＝＂appleＧtouchＧiconＧprecomposed＂

href＝＂assets/i/appＧicon７２x７２＠２x．png＂＞
—３—

张烈超:融合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响应式 Web开发模型设计



＜! ＧＧTileiconfor Win８ (１４４x１４４ ＋ tile
color)ＧＧ＞

＜ meta name＝＂msapplicationＧTileImage＂
content＝＂assets/i/appＧicon７２x７２＠２x．png＂＞

＜metaname＝＂msapplicationＧTileColor＂conＧ
tent＝＂＃０e９０d２＂＞

＜linkhref＝＂styles/kendo．common．min．css＂
rel＝＂stylesheet＂＞

＜linkhref＝＂styles/kendo．rtl．min．css＂rel
＝＂stylesheet＂＞

＜linkhref＝＂styles/kendo．default．min．css＂
rel＝＂stylesheet＂＞

＜linkhref＝＂styles/kendo．dataviz．min．css＂
rel＝＂stylesheet＂＞

＜link href＝＂styles/kendo．dataviz．default．
min．css＂rel＝＂stylesheet＂＞

＜linkhref＝＂styles/kendo．mobile．all．min．
css＂rel＝＂stylesheet＂/＞

＜linkrel＝＂stylesheet＂href＝＂assets/css/

amazeui．min．css＂＞
＜linkrel＝＂stylesheet＂href＝＂assets/css/

app．css＂＞
＜linkhref＝＂css/fontＧawesome．min．css＂rel

＝＂stylesheet＂/＞
＜! ＧＧ[ifIE]＞ＧＧ＞
＜linkhref＝＂css/fontＧawesomeＧie７．min．css＂

rel＝＂stylesheet＂/＞
(２)在 Eclipseforandroid创建相关项目,按照

跨平台移动项目的部署方法,导入相关文件(包括

前面已完成的 Web页面)至对应的目录,并编写

MainActivity．java项目文件:关键代码如下:

privatevoidinitWebview(){

WebView ＝ (WebView)findViewById(R．id．
WebView１);

Stringurl＝＂file:///android_asset/index．htＧ
ml＂;

WebSettingsWebSettings＝ WebView．getSetＧ
tings();

// 启用javascript
WebSettings．setJavaScriptEnabled(true);
// 从assets目录下面加载html
WebView．loadUrl(url);
// Web调用 Android接口名称

WebView．addJavascriptInterface(this,＂wst＂);
// 覆盖 WebView默认使用第三方或系统默认

浏览器打开网页的行为,使网页用 WebView打开

WebView．setWebViewClient(new WebViewＧ
Client(){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shouldOverrideUrlLoading

(WebViewview,Stringurl){

view．loadUrl(url);

returntrue;

　}

　});
(３)将 项 目 文 件 发 布 至 Android平 台.项 目

运行正常.相关页面在不同平台下显示效果如图

２所示.

图２(a)　PC系统中页面显示效果

图２(b)　Android平台下页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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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跨平台移动 Web框 架 技 术 也 能 取

得同样的效果.此处不再赘述.后期将在此基础

上对基于跨平台的Jason格式数据交换相关技术

作进一步的探索.

３　结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智能终端的普及,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需求日益强烈.若能借助

传统 Web应用开发的优势,并融合基于 HTML５
的移动 Web应用开发框架及混合跨平台开发框

架技术,并在移动开发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响应式

Web技术,相信这种方法将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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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访问远程数据库的一种方式[J]．韶 关 学 院 学 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６Ｇ２０．

(上接第３１页)

　　尽管«慈善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开始实

施,但是«慈善法»仍存在疏 漏,它 显 然 没 有 经 得

住罗尔事件的考验.微公益依托于互联网,而互

联网瞬息万变,很多新的情况层出不穷,制定规章

总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导致很多问题无法

在其初次出现的时候得到有效解决.但是问题一

旦出现,相应的法律法规就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如对“骗捐”界限进一步明晰,成立专门的组织对

被捐助人进行一个基本情况筛查等.同时,相应

的法律法规也需要对责任与义务进一步的明确:
一方面,强调慈善管理者、慈善捐赠者、慈善受益

者、慈善流程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设立专门

的法律监管机构对施与者的捐赠给予合法保护,
避免网络虚假慈善信息的欺骗,避免部分微公益

机构进行欺诈活动,避免部分人挪用捐赠款等不

法行为,保障公民正当利益,提高微公益的公信力

和 透 明 性,促 进 微 公 益 在 良 好 的 氛 围 下 健 康 发

展[１].
(三)加强网络技术建设,提升网民媒介素养,

确保网络金融账户安全

确保网 络 金 融 账 户 的 安 全 应 从 两 个 方 面 入

手,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技术建设,提升网络金融账

户的安全,网络安全建设是微公益发展的基石,要
从网络技术上确保个人网络金融账户安全、个人

隐私信息不会被泄漏;另一方面,应加强网民媒介

素养,培养网民正确辨识虚假信息的能力,让网民

不被有心之人利用,让善良不再遇上谎言,通过合

法合规的网络募捐平台发起募捐或进行募捐.
由于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仍存在许

多的不完善之处,面临着公信力缺失、监管机制不

完善、网络金融安全存隐患等诸多困境.相关部

门以及组织、平台应通力合作,及时、透明反馈微

公益的捐助情况;完善细化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

监管力度;加 强 网 络 技 术 建 设,提 升 网 民 媒 介 素

养,保障网络金融账户安全.此外,应正确引导网

民对微公益的认识,而非一味夸赞其优点,更不应

弱化甚至掩盖微公益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唯有如

此,才能使得微公益真正发挥其独特价值,为社会

传播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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