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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管理是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教学的深入改革和创新，课程管理将成为教学研究的一大领域。在当前的课程管理上，虽然

有着丰富的经验，但缺少理论的有效指导。而人工智能的引入对排课、选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分析了人

工智能在排课、选课中的应用现状，并对其研究方向做了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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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排、学生选课是一项繁杂的教学工作，其中可变化的因素众

多，建立一套健全的自动排课、选课系统，可以大大提升效率。利用计

算机实现自动排课和选课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关注且未能实现的问题。就

排课来讲，这是一个时空交错的问题，在满足各种条件的基础上寻求

佳组合。所以要建立完全的模型，必须深入到教学组织中去，探索其特

点，分析其现状，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来应对。下面本文就以人工智能

和排课、选课这三个关键词为基点，对文章主题进行具体说明。 

1 人工智能在排课、选课系统中的应用现状 

传统排课、选课系统的局限性。排课、选课是高校教学的重要部分，

其是否科学合理对教学质量起着直接的影响。随着计算机在教学中的广

泛应用，很多地区创新了排课、选课模式，但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很多偏

远山区依然采用手动方式，如此便阻碍了教学的顺利开展。随着教学改

革的推进和发展，师生教学的主体地位被逐渐突显出来，而且对排课、

选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此种情形很多学校引入了计算机技术，比

如遗传算法、粒子算法等等，虽然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排课、选课

工作效率，但随着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的显露出来。（1）排课、选课模

式单一。在学校广泛应用的排课软件在排课、选课方式上较为单一，很

多学校将理论和实践类课程列为了一种形式，没有从实践类课程基本特

点出发，一旦出现情况很难控制。（2）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在传统的排

课、选课过程中，常有个别班级占用教学资源的情况，导致其他班级无

法正常开展，排课、选课不能从班级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排课、选课

工作的本质就是实现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以达到教学的 优化。但传

统方式的缺点，导致学校必须开发和研究智能的排课、选课方式，近年

来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推动了学校教务工作的效率。 

2 人工智能在排课、选课系统中的方向研究 

2.1 排课、选课系统设计 

排课、选课系统设计要从本校出发，比如教学资源、学生情况等，

从不同学校的课程特点出发，排课、选课系统设计要从教务工作者、教

师、学生这三大群体出发去设计：（1）管理人员模块：通过人工智能完

成排课、选课之后，管理工作者要对认真检查课程安排、学生的选课情

况，对软件无法完成的特殊情况，管理人员要手动调节，以做好排课选

课工作，此外，管理工作者在完成课程调整工作之后，要做好信息的维

护和发布，保证课程的顺利开展。（2）教师模块。教师只需登录系统，

便可了解自己的课程，此外对课程安排有问题的教师可以做出及时的反

馈，以达到优化。（3）学生模块。学生只需要输入证件号码，进入到学

生模块系统，便可查询所有的课程和成绩，不想选修的课程也可以取消。 

2.2 以知识为本的排课、选课系统模型 

知识产品的设计离不开人工智能。在当前的人工智能系统当中，广

泛应用的技术有 ES、NN、GA 等，这几种技术有自身的优势但又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为了提高系统的智能，需要将这几项技术有效的结合起来，

具体思路如下：根据问题将系统划分为几个模块，每个模块要配以合适

的专家系统、神经网络来实现，之后在以某种方式完成主系统的建构，

以健全应用系统。第一，排课、选课系统必须遵循几个原则：每个班级

在固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任务存在，对一周存在两次以上的课程，要合

理优化隔天安排，选课也是如此要避免重复和盲目，保证所学课程适合

自己。此外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排课、选课系统根据实际添加规

则。所以，在模型引入中添加了规则生成器，将自然和人为结合起来。

而且数据库可以储存其他排课信息，方便工作者的管理。因此排课、选

课模型则会由数据库、规则库、排课、选课算法等组成，将静态数据纳

入其中，在排课、选课之前要先解决基于各种体制的约束。在排课、选

课之前，也要注意生成规则，由于学校自身情况不同，不能制定一个约

定俗成的规则，可以建立一个规则约束生成器，将自然规则和人为规则

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规则库，作为指导。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利用人工智能管理学校排课、选课工作，对推动学校管

理的智能化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从笔者所在学校的排课、选课系统的

应用来看，智能化、高效化的软件应用很少，智能化排课、选课依然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希望通过科研工作者的深入研究，推动学校教学工作

的深入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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