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三  输出九九乘法表 
 

本项目主要内容 

¾ 条件控制语句 
¾ 循环控制语句 
¾ 九九乘法表的输出 
 
和其他编程语言一样，JavaScript 也具有各种语句来进行流程上的判断。从本质上看，

语句定义了 JavaScript 的主要语法，语句通常使用一个或多个关键字来完成给定任务。语

句可以很简单，如退出函数；也可以比较复杂，如指定重复执行某个命令的次数。 

任务一  条件控制语句 

条件控制语句依照某种条件判断某代码段是否执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需要选

择分支的情况，一般来说，像抛硬币之类的事件存在着正面和反面两个分支，像选择出行

路径之类的事件往往存在多个分支，分支的不同将决定程序的不同行为表现。JavaScript
常用的条件控制语句有两种：  

（1）if-else 语句，这种语句的作用场景为，只有两个分支的程序选择。 
（2）switch 语句，这种语句的作用场景为，具有多个分支的程序选择。 

一、if-else 语句 

对程序流程进行条件判断时，最常用的语句就是 if-else 语句。 
在详细介绍 if-else 语句的用法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选择结构通常包括多个分支，

这些分支代表着程序运行时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的不同行为。下面从一个简单的算法开始

讨论选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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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程序需要输出一个数的绝对值，可以得到如下的操作步骤（流程图如图 3-1
所示）： 

（1）从程序外输入整数 X。 
（2）判断输入的整数 X是否小于 0，若小于 0，则执行步骤（3），否则执行步骤（4）。 
（3）返回−X。 
（4）返回 X。 

 
图 3-1  绝对值计算的流程图 

图 3-1 表达的是上面例子中选择结构程序的流程图，在选择结构中，X<0（菱形部

分）对应的是步骤（2），菱形的左右分别有是和否的两个分支，两个分支分别执行对

应的两个操作步骤（是与否箭头指向的长方形部分），这两个步骤分别对应步骤（3）、
步骤（4）。 

由此可得，上面的判断框表示选择结构中的一种，即双分支选择结构，条件判断结果

决定程序的走向。 
由此可知，if-else 语句的语法如下： 

if(condition) statement1 else statement2 

其中的条件 condition 可以是任意的表达式，且该条件表达式的值不一定是布尔值。

ECMAScript 会自动调用 Boolean()转换函数将这个表达式的结果转换为一个布尔值。if-else
语句的执行过程为：若对 condition 求值的结果是 true，则执行 statement1（语句 1）；若对

condition 求值的结果为 false，则执行 statement2（语句 2）。语句 1 和语句 2 既可以是一行

代码，又可以是一个代码块（以一对花括号括起来的多行代码）。 
if-else 语句的流程图如图 3-2 所示。 

 
图 3-2  if-else 语句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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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3-1】 根据年龄显示不同的内容。 

<body> 

<script> 
var age = 20; 

if(age >= 18){//若 age >= 18为 true，则执行 if语句块 

    alert('成年人'); 
}else{//否则执行 else语句块 

    alert('青少年'); 

}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3 所示。 

 
图 3-3  根据年龄显示不同的内容 

其中，else 子句是可选的，如果语句块中只包含一个语句，那么可以省略{}，修改范

例 3-1 如下： 

var age = 20; 
if(age >= 18) 
    alert('成年人'); 
else 
    alert('青少年'); 

省略{}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后来想添加一些语句，却忘了写{}，那么就改变了

if…else…的语义。例如，修改范例 3-1 如下： 

var age = 20; 
if(age >= 18) 
    alert('成年人'); 
else 
    console.log('年龄小于 18岁'); //添加一行日志 
    alert('青少年'); //这行语句已经不在 else的控制范围内了 

上述代码中的 else 子句实际上只负责执行“console.log（'年龄小于 18 岁'）;”，原有的

“alert（'青少年'）;”已经不属于 else 子句的控制范围内了，无论条件判断的表达式结果是

true 还是 false，它都会执行。 
相反地，有{}的语句就不会出错： 

var age = 20; 

if(age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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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成年人'); 

}else{ 

    console.log('年龄小于 18岁'); 
    alert('青少年'); 

} 

所以，业界推崇的最佳写法是始终使用代码块，即使要执行的只有一行代码。因为这

样可以消除人们的误解，否则可能让人分不清在不同条件下要执行哪些语句。 
如果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判断，那么可以使用多个 if-else 语句的组合。可以把多个

if-else 语句写在一行代码中，例如： 

if(condition1) statement1 else if(condition2) statement2 else 

statement3 

以上语句虽然不会有错误，但是我们推荐的写法则像下面这样： 

if(condition1){ 

 statement1 
}else if(condition2){ 

   statement2 

}else{ 
  statement3 

} 

多个 if-else 语句的流程图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多个 if-else 语句的流程图 

例如，我们再次修改范例 3-1，进行更细致的判断。 
【范例 3-2】 根据年龄显示不同内容。 

<body> 

<script> 
var age = 3; 

if(age >= 18){ 

    alert('成年人'); 

}else if(age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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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青少年'); 

}else{ 

    alert('儿童'); 
}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5 所示。 

 
图 3-5  根据年龄显示不同的内容 

【范例 3-3】 在数学考试中，小明考了 86 分，给他做个评价，60 分以下为不及格，

60（包含 60 分）～75 分为良好，75（包含 75 分）～85 分为很好，85（包含 85 分）～100
为优秀。 

<body> 

<script type = "text/javascript"> 

var myscore = 86; 
if(myscore < 60){ 

 alert("成绩不合格，加油！"); 

}else if(myscore >= 60 && myscore < 75){ 
 alert("成绩良好，不错呀"); 

}else if(myscore> = 75 && myscore <85){ 

 alert("成绩很好，很棒"); 
}else{ 

 alert("成绩优秀，超级棒"); 

}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6 所示。 

 
图 3-6  判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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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witch 语句 

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回答条件是与否的问题，使用双分支结构就能够解决，但是在逻

辑结构上，分支的形式不止双分支。在 JavaScript 中，可以通过 switch 关键字进行多分支

的实现。 
例如，监控用户的输入，若输入为大写 A、B、C，则替换为小写，否则直接返回。 
用 if-else 语句也可以实现上述功能要求，但逻辑关系不容易表达清楚，所以，当有多

种选择时，使用 switch 语句比 if-else 语句更方便。 
switch 语句的优点为选择结构更加清晰，让人一目了然，并且执行速度相对较快。 
switch 语句的语法如下：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 1： 

  语句 1; 
  break; 

 case 常量 2: 

  语句 2; 
  break; 

 …… 

 default: 
  语句; 

} 

要注意以下几点： 
（1）switch 括号内的“表达式”应该为整型或字符串型。 
（2）switch 下面的花括号内是一个复合语句，意味着包含若干条语句，它是 switch 语

句中的语句体。语句体内包括多个以关键字 case 开头的语句行和一个以 default 开头的语

句行，case 后面跟着一个常量或常量表达式，在表达式后面需要跟一个冒号，如 case'A':，
case 0:等。 

（3）switch 语句执行时，先计算圆括号内表达的值，再将这个值与 case 后面的常量进

行匹配，若匹配成功，则进入该 case 所表示的分支。 
（4）若没有与任何 case后面的常量相匹配，则执行 default后面的语句。可以没有 default

及后面的语句，但此时若没有与任何 case 后面的常量相匹配，则不执行任何语句。 
（5）每个 case 后面的常量必须互不相同，否则会出现矛盾的现象（同值不同的入口

冲突）。 
（6）case 只起标记作用，在执行 switch 语句时，根据 switch 表达式的值找到入口，

在执行一个 case 语句后会顺序执行下去，直到遇到 break 跳出顺序执行。 
（7）在 case 语句中，如果包含了一个以上的执行语句，可不必加花括号，程序执行

时会顺序执行，加花括号也不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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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个 case 语句可以公用一个执行语句，例如： 

case  'A': 

case  'B': 

case  'C': b++; 

【范例 3-4】 判断今天是星期几。 

<body> 
<script> 
iwork = parseInt(prompt("请输入 0~6范围内的值")); 
switch(iwork){ 
    case 0: 
    alert("星期天"); 
        break; 
    case 1: 
    alert("星期一"); 
    break; 
    case 2:  
    alert("星期二"); 
    break; 
    case 3:  
    alert("星期三"); 
    break; 
    case 4:  
    alert("星期四"); 
    break; 
    case 5:  
    alert("星期五"); 
    break; 
    case 6:  
    alert("星期六"); 
    break; 
    default: 
    alert("要输入合理值"); 
}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7、图 3-8 所示。 

 
图 3-7  输入对应星期几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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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判断是星期几 

在 switch 语句中，几个 case 是可以公用一条指令的，相邻的 case 具有相同指令的，

可以只写最后一条指令，然后写 break 结束选择结构。 
【范例 3-5】 根据输入的月份判断季节。 

<body> 
<script> 

var month = Number(prompt("请输入月份")); 

var season = ""; 
switch (month){ 

     case 12: 

     case 1: 
     case 2:  

         season = "冬";  

         break; 
     case 3: 

     case 4: 

     case 5:  
         season = "春";  

         break; 

     case 6: 
     case 7: 

     case 8:  

         season = "夏";  
         break; 

     case 9: 

     case 10: 
     case 11:  

         season = "秋";  

         break; 
     default: 

     season = "请输入正确的月份"; 

} 
alert(season);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9、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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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输入月份 

 
图 3-10  根据月份判断季节 

以上多个例子说明： 
（1）由于每次执行 switch 语句时，并不是所有的 case 都能执行到，因此，应该避免

使用带有副作用的 case，如函数调用表达式和赋值表达式，最安全的做法是在 case 中使

用常量表达式。 
（2）default 一般都出现在 switch 语句的末尾，位于所有 case 之后。当然这是最合理

也是最常用的写法，实际上，default 可以放置在 switch 语句内的任何地方。 
（3）在 switch 语句中，对每个 case 的匹配操作实际上是使用恒等运算符（= = =）

比较，而不是使用相等运算符（= =）比较，因此，表达式和 case 的匹配并不会做任

何数据类型转换。 

任务二  循环控制语句 

对于程序设计初学者来说，循环结构在三大结构（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结构）

中是最难掌握的。但是用来表示循环结构的语法并不难掌握，重点是要学会如何运用循环

结构的设计思想来解决实际问题。 

一、for 循环 

for 循环要求在执行循环之前初始化变量和定义循环后要执行的代码。for 循环的语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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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初始状态; 判断条件; 状态改变){ 

   语句; 

} 

for 循环的执行顺序为：判断条件→执行语句→状态改变。因此，for 循环的执行过程

可以用下面的过程来描述： 
（1）计算“初始状态”。 
（2）计算“判断条件”，“判断条件”若为真，则执行循环体中的“语句”，跳转到第

（3）步；若为假，则循环结束，退出循环。 
（3）计算“状态改变”。 
（4）跳转到第（2）步执行。 

for 循环的流程图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for 循环的流程图 

例如： 

var count = 10; 

for(var i = 0; i < count; i++){ 

    alert(i); 

} 

以上代码定义了变量 i 的初始值为０。只有在判断条件表达式（i<count）返回 true 的

情况下才会进行 for 循环，因此也有可能不会执行循环体中的代码。若执行了循环体中的

代码，则一定会对循环后的表达式（i++）求值，即递增 i 的值。 
i = 0 是初始状态，将变量 i 置为 0；i<count 是判断条件，满足就继续循环，不满足就

退出循环；i++是每次循环后的状态改变，由于每次循环后变量 i 都会加 1，因此它终将在

若干次循环后不满足判断条件 i<count，这时退出循环。 
在 for 循环的变量初始化表达式中，也可以不使用 var 关键字。变量的初始化可以在

外部执行。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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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count = 10; 

var i; 

for(i = 0; i < count; i++){ 
     alert(i); 

} 

以上代码与在循环初始化表达式中声明变量的效果是一样的。由于 ECMAScript 中不

存在块级作用域，因此在循环内部定义的变量也可以在外部访问到。 
例如： 

var count = 10; 

for(var i = 0; i < count; i++){ 
     alert(i); 

}  

alert(i);//输出 10 

在这个例子中，会有一个警告框显示循环完成后变量 i 的值，这个值是 10。这是因为，

即使 i 是在循环内部定义的一个变量，但在循环外部仍然可以访问它。 
由于 for 循环存在极大的灵活性，因此它是 ECMAScript 中常用的语句之一。 

【范例 3-6】 累加求和，求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 

<body> 
<script> 

var sum = 0; 

for(var i = 1;i < 100;i++){ 
   sum += i; 

} 

alert(sum);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12 所示。 

 
图 3-12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 

使用 for 循环时需要注意： 
（1）for 循环中的“初始状态（循环变量赋初值）”“判断条件（循环条件）”和“状

态改变（循环变量增量）”都是可选择项，全部可以省略，但“; ”不能省略。 
（2）省略“初始状态（循环变量赋初值）”，表示不对循环变量赋初值。 
（3）省略“判断条件（循环条件）”，表示不对循环变量进行条件判断，注意这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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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无限循环。 
例如： 

for(i = 1;;i++) sum = sum+i; 

相当于： 

i = 1; 
while(1) 
{ sum = sum + i; 
   i++;} 

（4）省略“状态改变（循环变量增量）”，表示不对循环变量进行修改，这时可在语

句体中加入修改循环变量的语句。 
例如： 

for(i = 1;i <= 100;) 
{ sum = sum + i; 
   i++;} 

（5）省略“初始状态（循环变量赋初值）”和“状态改变（循环变量增量）”。 
例如： 

for(;i <= 100;) 
{ sum = sum + i; 
   i++;} 

相当于： 

while(i <= 100) 
{ sum = sum + i; 
 i++;} 

（6）三个表达式都省略。 
例如： 

for(;;) 

相当于： 

while(1) 

（7）“初始状态”可以是设置循环变量初值的赋值表达式，也可以是其他表达式。 
例如： 

for(sum = 0;i <= 100;i++) sum = sum + i; 

（8）“初始状态”和“状态改变”可以是一个简单表达式，也可以是逗号表达式。 
（9）“判断条件”一般是关系表达式或逻辑表达式，但也可以是数值表达式或字符表

达式，只要其值非零，就执行循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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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循环嵌套。for 循环嵌套就是一个 for 循环里面套着一个 for 循环，如我们都

熟知的九九乘法表的输出，就可以用一个两重 for 循环来实现。外层的 for 循环控制行，

内层的 for 循环控制列。格式如下： 

for（;;） 
{ 
  for（;;） 
  { 
  …… 
  } 
} 

【范例 3-7】 输出九九乘法表。 

<body style = "text-align:left"> 
<script> 
for(var j = 1; j <= 9; j++){ 
       var str = '',s = ''; 
       for(var  i = 1;i <= j;i++){ 
        s = i + '*' + j + ' '; 
            str += s; 
       } 
       document.write(str + '<br/>'); 
}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13 所示。 

 
图 3-13  九九乘法表 

二、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会在指定条件为真时循环执行代码块。while 循环属于前测试循环语句，也

就是说，在循环体内的代码被执行之前，就会对出口条件求值。因此，循环体内的代码有

可能永远不会被执行。while 循环的流程图如图 3-14 所示。while 循环的语法如下： 

while(表达式)  语句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43

项目三

输
出
九
九
乘
法
表

 
图 3-14  while 循环的流程图 

while 循环的示例如下： 

var i = 0; 
while(i < 10){ 
  i += 2; 
} 

在这个例子中，变量 i 开始时的值为 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 2。而只要 i 的值小于 10，
循环就会继续下去。 

使用 while 循环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下： 
（1）循环次数的控制要正确。使用循环结构设计程序，有时可以通过循环变量来控制

循环次数。 
（2）循环体包含一个以上的语句时，一定要用花括号括起来，否则，程序只将第一个

语句作为循环体。 
（3）在循环体内，要有使循环趋于结束的语句，否则，可能导致无限循环。 
【范例 3-8】 累加求和，求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 
首先分析此题的特点： 

（1）此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重复执行加法动作，是将 100 个数进行累加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使用循环结构来解决本问题，循环执行加法运算，执行 100 次。 
（2）既然知道了需要累加 100 次，那么接下来就要分析累加的数值有什么变化规律。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累加的数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后一个数是前一个数加 1。所以，我们

可以在每一次循环的同时，对累加的数进行自加 1，就可以得到下一个数。 
为了使思路可以更加清晰，画出该题具体实现的流程图，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求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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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如下： 

<body> 
<script> 
var sum = 0; 
var i = 1; 
while(i<100){ 
   sum += i; 
   i++; 
} 
alert(sum);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结果 

三、do-while 循环 

do-while 循环是一种后测试循环语句，即只有在循环体中的代码执行之后，才会测试

出口条件。换句话说，在对条件表达式求值之前，循环体内的代码至少会被执行一次。

do-while 循环的流程图如图 3-17 所示。 

 
图 3-17  do-while 循环的流程图 

do-while 循环的语法如下： 

do{ 

 语句 

}while(表达式); 

do-while 循环的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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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i = 0; 

do{ 

 i += 2; 
}while(i < 10); 

alert(i); 

在这个例子中，只要变量 i 的值小于 10，循环就会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变量 i 的值最

初为 0，每次循环都会递增 2。 
为了避免误读，do-while 循环的循环体中即使只有一个语句，也要用花括号括起来；

编写 do-while 循环时切勿忘记 while（表达式）后需要添加“;”。 

   注  意 

do-while 循环与 while 循环的区别在于，do-while 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再进行

表达式的判断，因此循环体中的语句至少要执行一次。在设计程序时，若不知道循环重

复执行的次数，且第一次必须执行，则常采用 do-while 语句。 

理解了 do-while 循环与 while 循环之间的区别之后，下面将范例 3-8 采用 do-while 循

环的形式进行编写。 
【范例 3-9】 累加求和，求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 
程序实现的流程图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求 100 以内所有数相加的和的流程图（do-while 循环） 

代码如下： 

<body> 
<script> 

var sum = 0; 

var i = 1; 
do{ 

   sum += i; 

   i++; 
}while(i<100); 

alert(sum); 

</script>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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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程序运行结果 

四、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用于在循环中精确地控制代码的执行。其中，break 语句会使得

循环立即退出，从而强制开始继续执行循环后面的语句。而 continue 语句虽然也会使循环

立即退出，但退出循环后又会从循环的开始位置继续执行循环。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continue 语句只结束本次循环，而不终止整个循环。break 语句

则终止整个循环，不再执行循环体。 
break 与 continue 语句的流程图如图 3-20 所示，通过流程图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两者

之间的区别。 

 
图 3-20  break 与 continue 语句的流程图 

【范例 3-10】 从 1 循环到 10，当能把 5 除尽时跳出循环。 

<body> 
<script> 

var num = 0; 

for(var i = 1;i < 10;i++){ 
  if(i % 5 == 0){ 

    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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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 

} 

alert(num);//结果为 4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跳出循环的结果 

在 for 循环体内，有一个 if 语句来检查 i 的值是否可以被 5 整除（使用求模操作符）。

若 i 不能被 5 整除，则执行 num 自加；若 i 能被 5 整除，则执行 break 语句退出循环。另

外，变量 num 从 0 开始，用于记录循环执行的次数。在执行 break 语句之后直接跳出 for 循环，

需要执行的下一行代码是 alert()，结果显示 4。也就是说，在变量 i 等于 5 时，循环共执行了

4 次；而 break 语句的执行，导致了循环在 num 再次递增之前就退出了。 
如果在这里把 break 替换为 continue，那么会看到另外的结果。 

【范例 3-11】 从 1 循环到 10，当能把 5 除尽时进入下一轮循环。 

<body> 
<script> 
var num = 0; 
for(var i = 1; i < 10; i++){ 
     if(i % 5 == 0){ 
           continue; 
     } 
     num++; 
} 
alert(num);//结果为 8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22 所示。 

 
图 3-22  进入下一轮循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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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的结果显示为 8，也就是循环共执行了 8 次。当变量 i 等于 5 时，循环会在 num
再次递增之前退出，但接下来执行的是下一次循环，即 i 的值等于 6 的循环。于是，循环

又继续执行，直到 i 等于 10 时自然结束。而 num 的最终值之所以是 8，是因为 continue
语句导致它少递增了一次。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都可以与 label 语句联合使用，从而返回代码中特定的位置。这

种联合使用的情况多发生在循环嵌套的情况下。 
【范例 3-12】 continue 语句与 label 语句联合使用。 

<body> 
 
<script> 
var num = 0; 
 
labal: 
for(var i = 0;i < 10;i++){ 
  for(var j = 0;j < 10;j++){ 
    if(i == 5 && j == 5) { 
      continue labal; 
    } 
  num++; 
  } 
} 
alert(num); //结果为 95 
 
</script> 
</body> 

在这种情况下，continue 语句会强制继续执行循环——退出内部循环，执行外部循环。

当 j 是 5 时，continue 语句执行，而这也就意味着内部循环少执行了 5 次，因此 num 的结

果为 95。 
虽然联合使用 break、continue 和 label 语句能够执行复杂的操作，但如果使用过度，

也会给调试带来麻烦。在此，我们建议，如果使用 label 语句，一定要使用描述性的标签，

同时不要嵌套过多的循环。 

五、for-in 循环 

for-in 循环是一种精准的迭代循环，主要用来枚举某一对象的属性。for-in 循环的语法如下： 

for(property in expression) statement 

比如我们需要显示 BOM 中 window 这一对象的所有属性，可以通过 fon-in 循环来实现： 

for(var propName in window){ 
  document.write(prop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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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 for-in 循环来显示 BOM 中 window 对象的所有属性。每次

执行循环时，都会将 window 对象中存在的某一个属性名赋值给变量 propName，这个循

环过程会一直持续进行，直到 window 对象中的所有属性都被枚举输出了一遍为止。 
与 for 循环类似，这里控制语句中的 var 操作符也不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保证使用

的是局部变量，比较推荐上面例子中的这种做法。由于 ECMAScript 对象的属性没有一定

的顺序，因此，通过 for-in 循环输出的属性名的顺序是不可预测的。但是，window 对象

的所有属性都会被返回一次，只是返回的先后次序可能会因浏览器的不同而不同。之前，

如果表示要迭代的对象的变量值为 null 或 undefined，那么 for-in 循环会抛出错误。

ECMAScript5 更正了这一行为，当变量值为 null 或 undefined 时不再抛出错误，只是不执

行循环体。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兼容性，建议在使用 for-in 循环之前，先检测该对象的值

不是 null 或 undefined。 
【范例 3-13】 使用 for-in 循环访问数组元素。 

<body> 

<script> 

var arr = { 

    name: 'Jack', 

    age: 20, 

    city: 'Beijing' 

}; 

 

var str = ""; 

for (var key in arr){ 

    str+ = key; 

    str+ = " "; 

} 

alert(str);//'name', 'age', 'city' 

</script> 

</body> 

在 Chrome 浏览器中的运行结果如图 3-23 所示。 

 
图 3-23  使用 for-in 循环访问数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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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项目实施 

一、任务目标 

（1）掌握循环语句的使用。 
（2）掌握输出 HTML 源代码的方法。 

二、任务内容 

在 JavaScript 的实际应用中，常需要将结果按一定的格式输出，如将数据以表格或列

表的形式显示在页面上。若要以表格的形式输出九九乘法表，则要在范例 3-7 的基础上加

入表格的 HTML 源代码，从而实现以表格的形式显示。 
实现上述效果的关键在于，在两层循环的正确位置添加表格标签，以便正确输出表格。 

三、操作步骤 

（1）运行 Dreamweaver 软件，新建 HTML 标准网页文件。 
（2）在网页<body></body>标签之间编写代码： 

<script type = "text/javascript"> 

var str = "<table border = '1'>"; 

for(var i = 1;i <= 9;i++) 
{ 

  str + = "<tr>";   //一行的开始 

  for(var j = 1; j <= i; j++) 
  { 

   str += "<td>";  //单元格的开始 

   str += j + "x" + i + " = " + i*j;    
   str += "</td>";  //单元格的结束 

  } 

  str += "</tr>";   //一行的结束 
} 

str += "</table>"; 

document.write(str); 

</script> 

（3）运行结果如图 3-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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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九九乘法表（表格形式） 

四、拓展内容 

修改代码，实现如图 3-25 所示的九九乘法表。 

 
图 3-25  拓展内容结果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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