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ding Styles (Python)
● 以喜馬拉雅音頻網站的網路爬蟲為例，展示 Python程式的以下 5種應用 (寫法 )

● Console program
– 對一般人而言最陌生且生硬，卻是古老且基礎的程式寫法，在 linux作業系統上一定會用到

● 物件導向程式 (OOP)

– 程式細節被包在物件內，主程式可以寫得很簡潔，也就是將程式當成物件來操作
● 圖形化使用者界面 (GUI)

– 一般人操作起來容易，對程式設計者卻是額外的負擔 (相對於 console application)

● 網頁應用 (Web Application)

– 透過瀏覽器操作，不需要安裝或執行額外的程式，然而我個人覺得網頁應用程式最難掌控
● Docker容器

– 近幾年最火紅的軟體包裝趨勢，只需要在電腦上安裝好 docker，便可以透過容器執行各式各樣的程式



  

Console Program

執行後的結果 ( 下載後的檔案 )

程式通常藉由指定繁雜的參數來呈現不同的應用。這例子
單純將喜馬拉亞網站內的專輯代號另成一 cfg 檔並讀取它

專輯代號



  

物件導向程式 (OOP)

物件導向主程式只有三行，很簡潔，因為程式細節
寫在另一個程式檔案，並打包成物件的形式被呼叫

專輯代號



  

圖形化使用者界面 (GUI)

方便一般人操作

圖形化版本的主程式，但是
前面 console 版本只要 3 行 空白欄位可以填入專輯代號



  

網頁應用 (Web Application)

網頁應用程式不管編寫或佈署都很繁瑣，
操作卻是對一般使用者最方便且友善的



  

網頁應用 ( 續 )

專輯代號



  

Docker 容器

Dockerfile 指導生成映像檔

專輯代號

docker 容器一旦佈署完成，對往後接手的人會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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