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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_E8_AE_A1_c104_644658.htm 一、引子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模式，却被非常广泛的使用。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在这个模式

中仅仅使用到了继承关系。 继承关系由于自身的缺陷，被专

家们扣上了“罪恶”的帽子。“使用委派关系代替继承关系

”，“尽量使用接口实现而不是抽象类继承”等等专家警告

，让我们这些菜鸟对继承“另眼相看”。 其实，继承还是有

很多自身的优点所在。只是被大家滥用的似乎缺点更加明显

了。合理的利用继承关系，还是能对你的系统设计起到很好

的作用的。而模板方法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使用范例。 二、

定义与结构 GOF给模板方法（Template Method）模式定义一

个操作中的算法的骨架，而将一些步骤延迟到子类中。使得

子类可以不改变一个算法的结构即可重定义该算法的某些特

定步骤。这里的算法的结构，可以理解为你根据需求设计出

来的业务流程。特定的步骤就是指那些可能在内容上存在变

数的环节。 可以看出来，模板方法模式也是为了巧妙解决变

化对系统带来的影响而设计的。使用模板方法使系统扩展性

增强，最小化了变化对系统的影响。这一点，在下面的举例

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来看下这个简单模式的结构吧： 1)

AbstractClass（抽象类）：定义了一到多个的抽象方法，以供

具体的子类来实现它们；而且还要实现一个模板方法，来定

义一个算法的骨架。该模板方法不仅调用前面的抽象方法，

也可以调用其他的操作，只要能完成自身的使命。 2)

ConcreteClass（具体类）：实现父类中的抽象方法以完成算法



中与特定子类相关的步骤。 下面是模板方法模式的结构图。

直接把《设计模式》上的图拿过来用下： 三、举例 还是在我

刚刚分析完源码的JUnit中找个例子吧。JUnit中的TestCase以

及它的子类就是一个模板方法模式的例子。在TestCase这个抽

象类中将整个测试的流程设置好了，比如先执行Setup方法初

始化测试前提，在运行测试方法，然后再TearDown来取消测

试设置。但是你将在 Setup、TearDown里面作些什么呢？鬼才

知道呢！！因此，而这些步骤的具体实现都延迟到子类中去

，也就是你实现的测试类中。 来看下相关的源代码吧。 这

是TestCase中，执行测试的模板方法。你可以看到，里面正像

前面定义中所说的那样，它制定了“算法”的框架先执

行setUp方法来做下初始化，然后执行测试方法，最后执

行tearDown释放你得到的资源。public void runBare() throws

Throwable { setUp(). try { runTest(). } finally { tearDown(). }} 这就

是上面使用的两个方法。与定义中不同的是，这两个方法并

没有被实现为抽象方法，而是两个空的无为方法（被称为钩

子方法）。这是因为在测试中，我们并不是必须要让测试程

序使用这两个方法来初始化和释放资源的。如果是抽象方法

，则子类们必须给它一个实现，不管用到用不到。这显然是

不合理的。使用钩子方法，则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子类

中重写这些方法。protected void setUp() throws Exception

{}protected void tearDown() throws Exception {} 四、适用情况 根

据上面对定义的分析，以及例子的说明，可以看出模板方法

适用于以下情况： 1) 一次性实现一个算法的不变的部分，并

将可变的行为留给子类来实现。 2) 各子类中公共的行为应被

提取出来并集中到一个公共父类中以避免代码重复。其实这



可以说是一种好的编码习惯了。 3) 控制子类扩展。模板方法

只在特定点调用操作，这样就只允许在这些点进行扩展。比

如上面runBare（）方法就只在runTest前面适用setUp方法。如

果你不愿子类来修改你的模板方法定义的框架，你可以采用

两种方式来做：一是在API中不体现出你的模板方法；二、将

你的模板方法置为final就可以了。 可以看出，使用模板方法

模式可以将代码的公共行为提取出来，达到复用的目的。而

且，在模板方法模式中，是由父类的模板方法来控制子类中

的具体实现。这样你在实现子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对业务

流程有太多的了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