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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eb的Python3编程环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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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简化编程环境, 增强编程体验, 提出了一种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该应用的 web 环境采用

基于 python 的 Django 框架, 通过将 python3 代码转换成浏览器可执行的 JavaScript 脚本, 达到在浏览器中运行

python3 代码的目的. 与传统的 python3 编程环境相比, 该编程环境不用在本地安装部署任何开发环境, 即可实现

远程编程和代码共享. 实验结果表明, 该编程环境可行性强,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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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programming experience, we propose a 
web-based python3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The web environment of this application uses python-based Django 
framework. This application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unning python3 code in the browser by convering the python3 
code into browser executable JavaScript scrip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ython3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this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can achieve remote programming and code sharing without installing and deploying an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ocally.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at our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has strong feasibility, 
good stability and good concurrency. 
Key words: python3; web; programming environment; remote code-sharing; Django 
 
 

开发环境是一个为计算机程序员进行软件开发提

供所有必要功能的软件应用程序,它通常包括源代码

编译器, 构建自动化工具和调试器. 随着云计算技术

的发展, PaaS(平台即服务)越来越受到开发者的青睐. 
所谓 PaaS 实际上是指将软件研发的平台作为一种服

务, 并提供给用户. 本文在此背景下提出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为用户提供快速开发 python3 所需

的应用和产品.  
文献[1]表明, 在美国顶尖高校中, python已经成

为教授计算机科学入门课程方面最受欢迎的语言 . 
由于主流web编程环境缺少对 python3的支持, 所以

开发出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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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传统 python3 编程环境需要在本地安装的现

状, 开发设计了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将
python3 转换成 JavaScript, 作为 web 浏览器的脚本语

言[2]. 对该编程环境进行了性能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 
该编程环境在保证程序正确编译运行的同时, 也具有

很好的稳定性和反应速度.  
  本文第 1 节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工作; 
第2节对该编程环境的系统设计进行了详细介绍; 第3
节介绍了实现该编程环境的关键技术; 第 4 节给出测

试结果和分析; 最后在第 5 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

下一步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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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工作 
  软件开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

活动, 软件开发的编程环境也几经更迭——从最初的

记事本到多功能文本编辑器, 从命令行到集成开发环

境. 然而这种基于本地的开发环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编程需求, 因此, 如何不依赖本地开发环

境而又能方便快速的进行开发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研

究的问题. 其中基于 web 的编程环境成为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3-6].  
2008 年 10 月 6 日, Remy Sharp 开发了 JS Bin, 即

最早的支持实时更新 JavaScript, CSS和HTML的环境, 
这也成为最早的基于 web 的编程环境. 目前虽然基于

web 的编程环境得到了飞速发展, 并且出现了不错的

商业产品, Cloud9、Compilr 和 Repl.it 都是国外通用的

在线编译软件, 前两个适合有一定编程经验的开发者, 
对于编程初学者来说操作过于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都只支持 python2. Compileonline 虽然支持

python3, 但它不提供在线保存和分享功能. 与国外相

比, 国内对基于 web 的编程环境研究较少, 缺乏相关

技术文档和成熟产品, 本文提出的基于web的 python3
编程环境在准确性和稳定性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同
时也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为后来的研究人员

提供了参考.   
 

2  系统设计 
本系统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编程人员提供方便、

高效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编程人员只需通过浏览器

即可进入 python3 编程环境界面, 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架构 

2.1 系统架构 
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执行步骤如下:  
步骤 1: 浏览器从服务器上读取所需 JS 文件.  
步骤 2: 在浏览器中将 python3 代码转换成

JavaScript 脚本代码.  
步骤 3: 在浏览器中运行转换后的 JavaScript脚本.  
步骤 4: 将代码保存到 web 服务器上.  

2.2 技术实现 
本系统在设计实现上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技术:  
1) Django: 本系统底层采用开源的 web 应用框架

—Django, 它包括一个模式系统, 对象相关的映射和

用于动态创建管理界面的结构,而且该框架是由python
编写的, 所以有关 python 的接口和 API 文档都非常完

善[7].  
2) Python Script: 众所周知 JavaScript 是网站开发

中常用的脚本语言, 本系统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 将
python3 转换成 JavaScript, 作为 web 浏览器的脚本语

言, 关键技术实现将在第 4 小节中详细介绍.  
3) CodeMirror: 它是一个用 JavaScript实现的代码

编辑器组件, 专门用来嵌入到 web 页面以实现程序代

码的高亮显示[8]. CodeMirror提供了丰富的API文档和

CSS 样式主题, 可以满足所有主流程序语言的需求. 
在本系统中采用 python3 的样式, 达到了很好的用户

体验效果.  
4) jQuery: 它是为简化 HTML 的客户端脚本而设

计开发的一个跨平台的 JavaScript 库. jQuery 的语法设

计, 使其能更方便地浏览文件, 选择 DOM 元素, 创建

动画, 处理事件, 并开发 Ajax 应用程序. 本系统中采

用多个 jQuery 库, 加快了系统的运行速度. 
  

3  关键技术 
  从系统流程图可以看出, 本编程环境的编译过程

在客户端的浏览器中完成, 需要保存时才涉及到 web
服务器, 具体实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3.1 python3 转换成 JavaScript 
  所谓的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具体指的

就是在浏览器中编译执行 python3 代码. 我们知道浏

览器最擅长执行的语言就是HTML和 JavaScript, 本编

程环境就是将 python3 代码转换成 JavaScript, 然后再

对其进行编译, 转换过程示例代码如下:  
function run_Python(editor,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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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cument.getElementById(result).value = ""; 
  var val = "import sys\n"; 
  val +="from browser import document,prompt\n" 
  val += "def raw_input(data):\n"; 
  val += "    return prompt(data)\n" 
  val += "def write(data):\n"; 
  val+="document['"+result+"'].value += str(data)"; 
  val += "\n"+"sys.stdout.write = write"; 
  val += "\n" +"sys.stderr.write = write"; 
  val += "\n" + editor.getValue(); 
  var py_script=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py_script.setAttribute("id","tempPython"); 
  py_script.style.visibility = 'hidden'; 
  py_script.type = 'text/Python3'; 
  py_script.textContent = val; 
  document.body.appendChild(py_script) 
  …… 
} 

3.2 运行 pythn3 代码 
  将 python3 代码转换成 JavaScript 后, 需要对其进

行编译运行, 本文引入 brython.js, 实现了在浏览器中

运行 python3 代码, 下面是一个在 HTML 页面中通过

加载 brython.js 来运行 python3 代码的例子:  
<html> 
    <head> 
        <script src="brython.js"></script> 
    </head> 
    <body onload="brython()"> 
        <script type="text/Python"> 
        from browser import document, alert 
        def echo(event): 
            alert(document["zone"].value) 
        document['mybutton'].bind('click', echo) 
        </script> 
<input id="zone"> 
<button id="mybutton">click !</button> 
    </body> 
</html> 
 

3.3 远程代码分享 
  将编程环境与 web 相结合, 一方面可以借助 web
平台进行快速开发, 另一方面就是实现了远程代码分

享.  
  借助Django应用框架, 当用户保存时通过 uuid来
生成包含用户代码的唯一页面, 用户可以将该页面的

链接发给其他人, 从而实现远程代码分享, 保存示例

代码如下:  
def save(request): 
  ss = request.REQUEST.get('code_area','')  
  id = str(uuid.uuid1()) 
  outfile = open('/home/…/data/'+id+'.py','w') 
  outfile.write(ss) 
  outfile.close() 
  return HttpResponseRedirect('……'+id) 

其中, uuid(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是 128 位的全

局唯一标识符, 通常由 32 字节的字符串表示. 本示例

中使用的是基于时间戳的 uuid1(), 它是由 MAC 地址、

当前时间戳、随机数生成, 可以保证全球范围内的唯

一性.  
 

4  系统测试 
为 检 测 该 编 程 环 境 的 系 统 性 能 , 采 用

ApacheBench(Apache 旗下的一个测试工具, 简称 ab)
对该系统进行测试. 该测试工具可以同时模拟多个并

发请求来对服务器进行压力测试, 用命令执行示例如

下:  
ab -n 100 -c 10 http://localhost:8000/index.html/ 

其中-n 100 代表总的请求数, -c 10 代表每次发送的请

求数 , 上面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启动  ab , 向 
localhost:8000/index.html/发送 100 个请求, 并每次发

送 10 个请求——也就是说总共要发送 10 次.  
  图 5 表示的是向本地服务器发送 100 次请求, 且
每次发送 10 个请求时, 用户所需的访问时间, 其中横

坐标表示并发访问的请求次数(单位: 次), 纵坐标表

示并发访问所需要的时间(单位: 毫秒).  
  由图 2 可以看出, 随着访问请求次数增加, 访问

所需时间也在递增, 但所需时间都在 1 秒左右, 具有

较高的稳定性, 这是因为本编程环境的编译和执行过

程都在用户的浏览器端, 只有在保存时才会与服务器

建立关联, 所以服务器端可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和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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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并发访问测试 
 
5  总结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学习过编程或者并非计算机专

业的编程学习者而言, python 已经成为最好的选择之

一 .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 全新的在线教育平台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也被搬到了台前, 
而其中最有名的三个提供商 edX, Coursera 和 Udacity
也全都提供了 python 语言的入门课程[9]. 本文设计并

开发出了一种基于 web 的 python3 编程环境, 一方面

可以让编程初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编程本身上, 免
去本地安装和配置编程环境的过程; 另一方面, 本系

统还可作为在线教育平台的教学工具, 可以提供代码

的编写、测试和远程共享功能. 未来的工作重点是改

进和完善系统功能, 以满足更广泛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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