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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个面向任务的实用指南，通过一系列实用示例来介绍如何开发Java EE 7(java平台企业版7)企业
应用。这本书由Oracle的Java EE文档小组成员倾力编写，会让初学者和中缎Java程序员深入了解这个平
台。
这个指南包括平台特性的全面描述，并提供使用最新版本NetBeans IDE和GIassFish服务器开源版的有关
说明书中不仅介绍了平台的基础知识，包括资源创建、资源注入和打包，还涵盖了多项相关技术，包
括JavaServer Faces(JSF)、Java Servlet、WebSocket Java API、JSON处理Java API(JSON—P)、国际化和本地
化、bean验证、Java EE上下文和依赖注入(CDI)以及Web服务JAX—WS和JAX—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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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官方文档的翻译。讲解很明了，不过不够深度，都是入门级别的。但是读完自己的脑中可以构
建出完整的 JAVAEE 体系，很不错，需要和卷2配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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