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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学习目的
!"#$%&#$’#" ( 界面的主要组成部分

面板组

自定义界面

!"#$

!" #$%&’(%&)%$ * 界面组成

!"#$%&#$’#" ( 界面主要由菜单栏、工具栏、【属性】 检查器、面板组和工作区 ) 部分

组成，如图 *+*。菜单栏是使用 !"#$%&#$’#" ( 最基本的渠道，绝大多数功能都可以通过菜

单访问。但是菜单使用不太方便，因此 !"#$%&#$’#" ( 提供了工具栏、属性检查器和面板组

来简化操作。

图 #$ #" %&’()*’(+’& , 主界面

+" 【插入】工具栏

! 在 !"#$%&#$’#" ( 菜单栏下面是【 插入】 工具栏，这个工具栏列出了可以插入

到网页中的页面元素，如图 *+, 所示。

图 #$ !" 插入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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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工具栏含有若干个子工具栏，单击该工具栏前面的下拉列表，可以从

列表中进行选择，如图 !"# 所示。

图 !, +" 切换到子工具栏

!" 面板组

! 在 $%&’()&’*&% + 界面右侧有面板组，每个面板组内部含有若干个面板，面板组

可以折叠或者展开，处于折叠状态的面板组如图 !", 所示。

图 !, -" 折叠状态的面板组

! 单击面板组标题栏可以展开面板组，比如要展开【 文件】 面板组可以单击它的

标题 ，面板组展开后可以看到其所包含的各个面板，如图 !"- 所示。

图 !, ." 展开后的面板组

#" 自定义界面

! 针对不同的用户需要，$%&’()&’*&% + 提供了多种预定义的界面。例如，选择

【窗口】.【工作区布局】.【编码器】命令，打开“编码器界面”，这种界面比较适合习惯编

写代码的用户使用，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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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编码器”界面

! 图 #$ &" 保存工作区布局

! 如果用户对界面进行了自定义，并且希望自

己的界面定义能够保留下来，可以选择【 窗口】"【 工

作区布局】"【保存当前】命令，在弹出的【 保存工作区

布局】对话框中设置【名称】 为“ 我的界面布局”，然

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 所示。

!"#$

展开和关闭界面下方的【属性】检查器。

拖放面板组中的面板。

通过【窗口】菜单打开和关闭面板组，注意菜单上显示的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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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学习目的
打开文件

【文档】工具栏

!"#$%&#$’#" ( 的 ) 种视图模式

!"#$
在 !"#$%&#$’#" ( 中打开或者新建文件之后，在工作区上方还会出现【文档】 工具栏，

这个工具栏提供了切换文档视图模式的 ) 个按钮以及其他一些功能。

!" 打开文件

! !"#$%&#$’#" ( 启动后，工作区将会显示【 启动封面】，启动封面包含三列，主

要作用是方便用户打开或者新建文件。在【启动封面】中的【打开最近项目】最下方单击

【打开* * * 】，如图 +,- 所示。

! 在 弹 出 的 【 打 开 】 对 话 框 中 选 择 文 件 .： / 0$%12#3 / $4567897#":$;# /

$4567897#":$;#< =7%2，然后单击【打开】按钮，如图 +,+ 所示。

图 ,- !" 启动封面

> >
图 ,- ," 选择需要打开的文件

#" $ 种视图模式

! 【文档】工具栏位于打开的文档上方，如图 +,) 所示。这个工具栏主要由 ) 个部

分组成，最左边的 ) 个按钮用来切换视图模式，中间的编辑框显示页面标题，可以直接编

辑，最右边是一些常用的文件管理功能按钮，比如文件兼容性检查以及上传下载。

图 ,- ." 【文档】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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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档】工具栏中单击【代码】 按钮 ，可以看到下面的视图中将显示页

面的 !"#$ 代码，如图 %&’ 所示。

! 在【文档】工具栏中单击【设计】按钮 ，下面的视图将会切换到页面的预

览效果，如图 %&( 所示。

图 #$ %" 代码视图

) ) )
图 #$ &" 设计视图

! 在【文档】工具栏中单击【拆分】 按钮 ，视图将会分成 % 个部分，上半部

分显示代码，下半部分显示页面在浏览器中的预览效果，如图 %&* 所示。

图 #$ !" 拆分视图

!"#$

试用文档工具栏中的其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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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

新建并保存 !"#$ 文件

!"#$
在开始这个练习之前，必须先将 %&’()*’(+’& , 安装在自己的计算机中并启动。这个练

习的目的是，建立一个 !"#$ 文件并保存。

!" 创建新文件

! 在【启动封面】中单击【创建新项目】列下面的【更多- - - 】，如图 ./0 所示。

! 这时将弹出【新建文档】 对话框，在【类别】 列表中选择【 基本页】，在【 基

本页】列表中选择 !"#$，然后单击对话框窗口右下方的【创建】按钮，如图 ./1 所示。

图 ,- !" 在【启动封面】中新建项目

2 2 2
图 ,- ." 【新建文档】对话框

! "# $
【新建文档】对话框提供了多种文档类型，可以根据自己所要设计的网页的类型适当选

择，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 保存文件

! 新建文档后的 %&’()*’(+’& , 界面，如图 ./. 所示。工作区中打开了一个新的空

白文档。注意，这里又多出来一个工具栏，这个工具栏只对当前的文档起作用，名为【 文

档】工具栏，只有打开文档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 在【文档】工具栏上右击，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标准】，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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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标准】工具栏中单击【保存】按钮 （快捷键 !"#$ % & ），在弹出的【 另

存为】对话框中为文件设置名称并保存。

图 #$ #" 新建文档后的%&’()*’(+’& ! 界面

’ ’
图 #$ ," 打开【标准】工具栏

!"#$

选择【文件】(【新建】命令来建立文件。

尝试在【新建文档】对话框中选择新建其他类型的文件并查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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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的
段落标签

标题标签

字体设置标签

!"#$
本练习将练习 !"#$ 控制文本格式的几种主要标签，%&’()*’(+’& , 提供了丰富强大的

功能，通常不需要手工编写 !"#$ 标签来控制文档格式，但是掌握这些标签的含义仍然是

非常必要的。

!" 段落标签

! 在 %&’()*’(+’& , 中打开示例文件 -：. /()01’2 . 34(&!"#$ . 0(&(!"#$5 46)1，可以

看到一些比较零乱的文本，进入拆分视图，注意上面的代码视图和下面的设计视图中显示

的文字，如图 789 所示。

! 在下半部分的设计视图（注意一定是设计视图而不是代码视图） 中将光标定位

到文字“⋯⋯编码和开发” 后面，按 :;6’& 键。这时可以看到，在设计视图中，文字被分

成了两个段落，再看代码视图中，这两个段落前后被加上了一对 < 0 = < > 0 = 标签，如图

78? 所示。 < 0 = < > 0 = 就是 !"#$ 中的段落标签，凡是由这一对标签包围的内容都将被显

示为独立的段落。

图 ,- !" 处理前的文字效果

@ @
图 ,- ." 段落标签的代码和效果

#" 标题标签

! !"#$ 的标题标签主要用来快速设置文本标题的格式，典型的形式是 < 49 =

< > 49 = ，它用来设置第一层标题， < 4? = < > 4? = 设置第二层标题，以此类推。打开示例



!"# !"#$%&’$(’" ! !$%&’

!"###

文件 !：" #$%&’() " *+$,-./0 " 121’(-./03 +1%’，在拆分视图中查看代码和页面效果，如图456

所示。

! 在代码视图中将“标题一”至“ 标题六” 外面的 7 & 8 7 9 & 8 标签依次修改为

7 +: 8 7 9 +: 8 、 7 +; 8 7 9 +; 8 ⋯ 7 +< 8 7 9 +< 8 ，修改完成后在设计视图中单击，就能

看到预览效果，如图 454 所示。

图 $% &# 使用标题标签之前的代码和显示效果

= = =
图 $% $# 标题标签的预览效果

!" 字体设置

! 打开示例文件 !：" #$%&’() " *+$,-./0 " >?@1)-./03 +1%’，切换到拆分视图，如图

45A 所示。

! 单击【插入】工具栏前面的工具栏，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文本】，如图 45< 所示。

这时，将打开【文本】子工具栏，如图 45B 所示。

图 $% ’# 设置字体之前的代码和显示效果

图 $% (# 切换到【文本】子工具栏

图 $% )# 【文本】子工具栏

! 在代码视图中拖动鼠标选择文字“ 7 & 8 楷体红色大字体 7 9 & 8 ”，如图 45 C

所示。

! 单击【文本】子工具栏上的【字体标签编辑器】按钮 ，这时将弹出【标签编辑

器5>?@1】对话框。在【字体】文本框中输入“楷体DEF;6:;”，展开【大小】下拉列表，选择

“<”。在颜色后面的编辑框中输入“GHHIIII”，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45J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