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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调度课程在生产企业方面的研究与应用，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进行相应改革。在理论教学方面打

破机械组织的传统教学方式，引入多媒体、应用性工程以及企业生产理论；在实践教学方面依托工业工

程实验室资源，开展与企业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基础生产调度实验。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并进

行实验能让学生及时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进一步内化为自身知识。通过结合信息化技术构建生产调度课程

授课模式，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和氛围。课程全新的理论教学体系与实验室实践教学体系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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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roduction scheduling courses in production enterprises requires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reforms in personnel training.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it should break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mechanic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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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roduce multimedia, applied engineering 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theory. Also, in term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t should rely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resources to carry out ba-
sic production scheduling experiment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conducting experiments allows 
students to further internalize abstract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to their own knowledge in a 
timely manner. By combin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onstruct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duc-
tion scheduling course, the classroom learning effect and atmosphere of students can be better 
promoted. The course’s new theoretical teaching system and laboratory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have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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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工程专业及课程体系分析 

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IE)专业旨在培养爱党爱国、立德立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

一定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掌握数学与自

然科学基础知识及工业工程专业基础理论方法，并具备良好的工程实践能力，能够在生产企业、服务行

业、海洋工程及事业单位从事规划、设计、组织、改善、优化、评价等科学研究和应用实践工作的工程

技术与管理素质兼备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其核心能力是具备综合运用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工业工程及相关机械知识和工程原理研究和解决生产、服务系统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从广东海洋大学工业工程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情况看，在构建人才培养方案时，在工程管理学、系

统工程、运筹学、基础工业工程、工程统计学、生产管理、工程经济学、工程统计学、人工工程、现代

物流设施与规划、现代质量管理、现代港口物流管理、项目管理、机械基础、机械制图等专业核心课程

上，架构标准化管理、成本控制与管理、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生产调度、人力资源管

理、精益生产、六西格玛管理、物联网技术与应用、服务运营管理、AI 大数据、智能制造基础等专业任

选课，同时配合设置通识实践与创新训练、教学实验与实训、课程与专业实习、毕业实习与论文(设计)
等实践教学环节课程，构成了与培养目标相适应的相对稳定有效的课程体系。 

2. 生产调度及其发展背景概述 

生产调度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中工业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研究生产调度理论与方

法[1]。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中，该课程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是至关重要的。了解生产调度

的发展背景对于分析生产调度课程现有的教学方式和寻找教学改进方法至关重要。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调度问题得到数学、运筹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科学家的广泛关注[2]。很多

研究人员也编著了关于调度问题的书籍，例如 Muth and Thompson (1963) [3]，Conway (1967) [4]，
Elmaghraby (1973)，Baker (1974)，Rodammer and White (1988)，Buxey (1989)，Kovalev (1989)等。在 1984
年，Wight 指出生产调度中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优先级”和“产能”，并将调度定义为确定执行某项任

务的时间安排，例如在制造公司中确定车间订单每个操作必须何时开始和完成的详细调度[5]。Cox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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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详细调度定义为“将开始和/或完成日期实际分配给操作或操作组，以显示如果要按时完成制造订单，

则必须在何时完成这些操作”，并指出这种调度也称为操作调度、订单调度和车间调度等[6]。尽管人们

对生产调度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概念都是以时间为中心。随着生产调度问题研究的飞速发

展，新问题、新模型和新方法不断涌现，同时，对生产调度问题有兴趣的研究人员也越来越多，因此亟

须对生产调度课程进行改革，以期培养出能赶上科技发展潮流的人才。 

3. 生产调度课程教学改革 

从应用性工程出发，我校工程工程专业在生产调度课程上设置了一套涵盖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包括单机排序与调度、平行机排序与调度、流水作业排序与调度、异序作业排序与调度以及自

由作业排序与调度的理论、模型和算法等，实践课程包括使用 Matlab 软件实现基于遗传算法的平行机排

序与调度问题等。该课程体系以调度为核心，在理论教学方面打破传统教学内容局限，全面、系统地介

绍生产调度的理论、模型和算法等知识；在实践教学方面依托我校工业工程实验室，开展基础生产调度

实验，为学生将来从事与生产调度相关的工作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3.1. 理论教学体系改革 

当前应用性工程的概念未在生产调度课程中得到体现，故在生产调度课程中引入应用性工程的概念，

旨在帮助学生树立“学以致用”的基本理念，了解企业生产调度常见的模型和方法，并掌握最新的模型

和算法。因此，可在工业工程专业任选课程生产调度的教学内容上增加生产调度常见的模型和算法(例如

数学规划法、启发式搜索法、系统仿真法等)、生产调度最新的模型和算法等与应用性工程相关的现代生

产调度的前言研究内容。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生产调度方面的成熟教材可供使用，因此我们选取了几本

英文专著作为参考资料，开设了生产调度双语课程，其教学内容包括单机排序与调度、平行机排序与调

度、流水作业排序与调度、异序作业排序与调度以及自由作业排序与调度五个部分，旨在引导学生树立

“学以致用”的基本理念，培养学生以应用工程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本校传统的工业工程专业生产调度课程并未设置实践实验。而实践实验是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基

本理念的重要途径。实践实验能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从而利于深入理解和掌握生产调度

理论知识，并反向提高学生学习抽象理论知识的能力。因此，通过引入实践实验的方式，更有利于生产

调度课程的发展。本课程的实践教学通过使用 Python 或 Matlab 等计算机语言实现工业工程领域中企业的

基本调度问题。具体地，针对常见的生产调度模型和算法编写代码，并开发可视化界面。将生产调度理

论知识具体化，深刻理解生产调度在工业领域的重要作用。 

4. 生产调度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我校工业工程专业从最初就开设了生产调度课程，当时的教学内容限于传统生产调度，并且并未开

设课内实验。从 2019 级开始逐步增加了现代生产调度的理论教学内容，包括常见的基本模型和算法，增

设了使用 Matlab 软件实现基于遗传算法的平行机排序与调度实验等。 
从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学生通过学习，形成了对生产调度学科的整体认知，进一步形成了以算

法为核心的调度理念，掌握了生产调度常见的模型和方法，也掌握了最新的模型和最新的方法，并且在

实践课程中进行了应用。此外，学生学到的生产调度知识在工业工程类专业优秀课程设计、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挑战杯等科技竞赛中也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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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应用性工程概念的大背景下，为了提高生产调度课程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养成独立自主学习、

学以致用的习惯，我们对生产调度课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通过在教学内容上增加对应用性

工程、生产调度常见的模型和算法等，并在实践教学中设置实践实验等方式对生产调度课程的教学改革

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实践表明，在生产调度课程中融入常见的模型和算法并通过实践实验进行实现，可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可使学生及时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知识，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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