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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Rose 的使用与类图的设计 

 

一、实验目的 

1、理解类的基本概念，掌握如何从需求分析中抽象出类的方法。 

2、解类间关系的基本概念，掌握如何分析类间关系的方法。 

3、掌握在 Rational Rose 中绘制类以及类关系的操作方法。 
 

二、实验原理 

1、类是面向对象系统组织结构的核心。对一组具有相同属性、操作、关系和语义的对

象的抽象。包括名称部分（Name）、属性部分（Attribute）和操作部分（Operation）。 

 
2、类之间存在以下的关系：依赖关系、泛化关系、关联关系、实现关系。 

 

 

 

 
 
三、实验内容 

1、通过对“图书馆管理系统”的需求的初步分析，寻找和抽象出书籍管理功能中的类。 

  2、对书籍管理功能中的类的关系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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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步骤 

1、对图书馆管理系统中的书籍管理功能进行分析，提取出书籍信息类、书目类、新增

书籍界面类、修改书籍界面类、删除书籍界面类和书籍管理类 6 个类。 
2、利用 Rose 画出这 6 个类的类图如下： 

 

3、分析以上类，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利用 Rose 画出类关系图如下： 

 
4、整理实验结果，小结实验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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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五类“创建型模式”的应用 

 

一、实验目的 

1、以本实验指导中的 Factory Method 模式为实验实例，掌握五类“创建型模式”的工作

原理和应用环境。 
2、掌握工厂方法模式（Factory Method）、抽象工厂模式（Abstract Factory）、建造者模

式（Builder）、原型模式（Prototype）、单例模式（Singleton）等五类“创建型模式”的实验

过程。 
 

二、实验原理 

1、创建型模式的工作原理 
创建型模式隐藏了类的实例的创建细节，通过隐藏对象如何被创建和组合在一起达到使

整个系统独立的目的。 创建型模式分为：工厂方法模式（Factory Method）、抽象工厂模式

（Abstract Factory）、建造者模式（Builder）、原型模式（Prototype）、单例模式（Singleton）
等五类。 

2、Factory Method 模式的工作原理 
工厂方法模式(Factory Method Pattern)：也叫虚拟构造器(Virtual Constructor)模式或者多

态工厂(Polymorphic Factory)模式，在工厂方法模式中，工厂父类负责定义创建产品对象的

公共接口，而工厂子类则负责生成具体的产品对象，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产品类的实例化操作

延迟到工厂子类中完成。它的 UML 类图如下： 

return new ConcreteProduct();

<<create>>
ConcreteProduct

Product

ConcreteFactory

+ factoryMethod () : Product

Factory

+ factoryMethod () : Product

 
 

工厂方法模式包含如下角色： 
• Product：抽象产品 
• ConcreteProduct：具体产品 
• Factory：抽象工厂 
• ConcreteFactory：具体工厂 

Factory Method 模式的特点为当系统扩展需要添加新的产品对象时，仅仅需要添加一个

具体产品对象以及一个具体工厂对象，原有工厂对象不需要进行任何修改，也不需要修改客

户端，很好地符合了“开闭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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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象工厂模式（Abstract Factory）、建造者模式（Builder）、原型模式（Prototype）、
单例模式（Singleton）的工作原理请参考教材。 
 
三、实验内容 

1、用 Factory Method 模式设计一个电视机工厂 
要求为每种品牌的电视机提供一个子工厂，如：海尔工厂专门负责生产海尔电视机，海

信工厂专门负责生产海信电视机，如果需要生产 TCL 电视机或创维电视机，只需要对应增

加一个新的 TCL 工厂或创维工厂即可，原有的工厂无须做任何修改，使得整个系统具有更

加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2、参考以上实例设计抽象工厂模式（Abstract Factory）、建造者模式（Builder）、原型

模式（Prototype）、单例模式（Singleton）的程序实例。 
 
四、实验步骤 

1、用 UML 设计“电视机工厂”的类图。 
“电视机工厂”的参考类图如下： 

 

<<create>>
<<create>>

......
return new HaierTV();

HaierTVFactory

+ produceTV () : TV

TVFactory

+ produceTV () : TV

HaierTV

+ play () : void

TV

+ play () : void

Client

HisenseTVFactory

+ produceTV () : TV

......
return new HisenseTV();

HisenseTV

+ play () : void

 
2、根据类图写出“电视机工厂”的源代码。 
   参考代码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user/cflynn 
3、上机测试程序，写出运行结果。 
4、按同样的步骤设计其他“创建型模式”的程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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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七类“结构型模式”的应用 

 

一、实验目的 

1、以设计适配器模式(Adapter)为实验实例，掌握“结构型模式”的工作原理、应用环

境和应用方法。 
2、掌握适配器模式(Adapter)、桥接模式(Bridge)、组合模式(Composite) 、装饰模式

(Decorator)、外观模式(Facade) 、享元模式(Flyweight) 、代理模式(Proxy 等七类“结构型模

式”的实验过程。 
 

二、实验原理 

1、结构型模式的工作原理 
结构型模式(Structural Pattern)描述如何将类或者对象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结构，就像

搭积木，可以通过简单积木的组合形成复杂的、功能更为强大的结构。结构型模式可以分为

类结构型模式和对象结构型模式。 也可分为：适配器模式(Adapter)、桥接模式(Bridge)、组

合模式(Composite) 、装饰模式(Decorator)、外观模式(Facade) 、享元模式(Flyweight) 、代

理模式(Proxy)等七类。 
2、Adapter 模式的工作原理 
适配器模式(Adapter Pattern) ：将一个接口转换成客户希望的另一个接口，适配器模式

使接口不兼容的那些类可以一起工作，其别名为包装器(Wrapper)。适配器模式既可以作为

类结构型模式，也可以作为对象结构型模式。 
类结构型模式的 UML 类图如下： 

 

Adapter

+ request ()

T arget

+ request ()

Adaptee

+ specificRequest ()

Client

specificRequest();

 
对象结构型模式的 UML 类图如下： 

 

adapteeAdapter

+ request ()

Adaptee

+ specificRequest ()

Client

adaptee.specificRequest();

Target

+ requ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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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模式包含如下角色： 
Target： 目标抽象类 
Adapter：适配器类 
Adaptee：适配者类 
Client： 客户类 
3、桥接模式(Bridge)、组合模式(Composite) 、装饰模式(Decorator)、外观模式(Facade) 、

享元模式(Flyweight) 、代理模式(Proxy)的工作原理请参考教材。 
 

三、实验内容 
1、用 Adapter 模式设计一个仿生机器人 
要求机器人可以模拟各种动物行为，在机器人中定义了一系列方法，如机器人叫喊方法

cry()、机器人移动方法 move()等。如果希望在不修改已有代码的基础上使得机器人能够像

狗一样汪汪叫，像狗一样快跑，或者像鸟一样叽叽叫，像鸟一样快快飞，使用适配器模式进

行系统设计。 
2、参考以上实例设计桥接模式(Bridge)、组合模式(Composite) 、装饰模式(Decorator)、

外观模式(Facade) 、享元模式(Flyweight) 、代理模式(Proxy)的实例程序。 
 

四、实验步骤 

1、用 UML 设计“仿生机器人”的类图。 
“仿生机器人”的参考类图如下： 

 

DogAdapter

+
+

cry ()
move ()

: void
: void

Robot

+
+

cry ()
move ()

: void
: void

Dog

+
+

wang ()
run ()

: void
: void

 
2、根据类图写出“仿生机器人”的源代码。 
   参考代码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user/cflynn 
3、上机测试程序，写出运行结果。 
4、按同样的步骤设计其他“结构型模式”的程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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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十一类“行为型模式”的应用 

 

一、实验目的 

1、以设计职责链模式(Chain of Responsibility)为实验实例，掌握“行为型模式”的工作

原理、应用环境和应用方法。 
2、掌握职责链模式 (Chain of Responsibility)、命令模式 (Command)、解释器模式

(Interpreter)、迭代器模式(Iterator)、中介者模式(Mediator)、备忘录模式(Memento)、观察者

模式(Observer)、状态模式(State)、策略模式(Strategy)、模板方法模式(Template Method)、访

问者模式(Visitor)等十一类“行为型模式”的实验过程。 
 

二、实验原理 

1、行为型模式的工作原理 
行为型模式(Behavioral Pattern)是对在不同的对象之间划分责任和算法的抽象化。行为

型模式分为：类行为型模式和对象行为型模式两种。其中，类的行为型模式使用继承关系在

几个类之间分配行为，类行为型模式主要通过多态等方式来分配父类与子类的职责；对象的

行为型模式则使用对象的聚合关联关系来分配行为，对象行为型模式主要是通过对象关联等

方式来分配两个或多个类的职责。行为型模式也可以分为：职责链模式 (Chain of 
Responsibility)、命令模式(Command)、解释器模式(Interpreter)、迭代器模式(Iterator)、中介

者模式(Mediator)、备忘录模式(Memento)、观察者模式(Observer)、状态模式(State)、策略模

式(Strategy)、模板方法模式(Template Method)、访问者模式(Visitor)等十一类。 
2、Chain of Responsibility 模式的工作原理 
职责链模式(Chain of Responsibility)：为了避免将请求发送者与接收者耦合在一起，让

多个对象都有可能接收请求，将这些对象连接成一条链，并且沿着这条链传递请求，直到有

对象处理它为止。如学生请假的职责链如下： 

 
职责链模式的 UML 类图如下： 

 

successor

Handler
- successor : Handler
+ handleRequest ()

ConcreteHandlerA

+ handleRequest ()

ConcreteHandlerB

+ handleRequest ()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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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链模式包含如下角色： 
Handler:  抽象处理者 
ConcreteHandler:  具体处理者 
Client:  客户类 
3、命令模式(Command)、解释器模式(Interpreter)、迭代器模式(Iterator)、中介者模式

(Mediator)、备忘录模式(Memento)、观察者模式(Observer)、状态模式(State)、策略模式

(Strategy)、模板方法模式(Template Method)、访问者模式(Visitor)的工作原理请参考教材。 
 

三、实验内容 
1、用职责链模式设计一个审批员工假条的子模块 
某 OA 系统需要提供一个假条审批的模块，如果员工请假天数小于 3 天，主任可以审批

该假条；如果员工请假天数大于等于 3 天，小于 10 天，经理可以审批；如果员工请假天数

大于等于 10 天，小于 30 天，总经理可以审批；如果超过 30 天，总经理也不能审批，提示

相应的拒绝信息。 
2、参考以上实例设计命令模式(Command)、解释器模式(Interpreter)、迭代器模式

(Iterator)、中介者模式(Mediator)、备忘录模式(Memento)、观察者模式(Observer)、状态模式

(State)、策略模式(Strategy)、模板方法模式(Template Method)、访问者模式(Visitor)的实例程

序。 
 

四、实验步骤 

1、用 UML 设计“假条审批模块”的类图。 
“假条审批模块”的参考类图如下： 

 

successor

Leader
{abstract} 

#
#

name
successor

: String
: Leader

+
+
+

Leader (String name)
setSuccessor (Leader successor)
handleRequest (LeaveRequest request)

: void
: void

Director

+
+

Director (String name)
handleRequest (LeaveRequest request) : void

LeaveRequest
-
-

leaveName
leaveDays

: String
: int

+

+
+
+
+

LeaveRequest (String leaveName,
 int leaveDays)
setLeaveName (String leaveName)
setLeaveDays (int leaveDays)
getLeaveName ()
getLeaveDays ()

: void
: void
: String
: int

Manager

+
+

Manager (String name)
handleRequest (LeaveRequest request) : void

GeneralManager

+
+

GeneralManager (String name)
handleRequest (LeaveRequest request) : void

 
2、根据类图写出“假条审批模块”的源代码。 
   参考代码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sdn.net/user/cflynn 
3、上机测试程序，写出运行结果。 

4、按同样的步骤设计其他“行为型模式”的程序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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