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Vol. 4 No. 6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基于匈牙利算法的教学任务指派问题研究
刘　瑞　惠小静

（延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在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学任务的指派是非常

重要的环节 . 本文首先通过对教学任务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其

主要受教师对课程熟悉度﹑学生满意度﹑教师的教学时长以及教

师专业知识能力四个因素的影响；其次，运用数学建模的思想，

将实际教学中遇到的教学任务分配问题转化成指派问题的优化模

型 . 最后，利用匈牙利算法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得出最优化的教

学任务分配方案，使得教学任务分配更加科学高效，客观合理，

最大程度上发挥每位教师的自身优势，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提高

教学效率，确保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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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要也意味着对

学校教育也提出了更高质量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能够适应

未来社会的发展，教学质量得紧跟时代步伐。那么对于学校来说，

教学任务的有效完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根本前提，则教学任务指

派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教学就是根据国家对培养人才的总要求，在一定的环境下，

以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和对话为媒介，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实践

活动。教学任务是指教师根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培养学生学习基

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并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品质。

教学任务为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提供了方向，教学任务是否

有效完成则离不开教学任务的合理指派。传统的教学任务分配模

式则是为了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目标，将教学计划单方面生硬地

指派给老师，导致老师只是机械性地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教学，

而教学能力优秀的教师选择的并不是自己最适合和最擅长的课程，

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教育资源的不合理

配置。长此以往，既不能使每位教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又会对教师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科学的教学任务分配模式应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师的整体

教学水平为指导思想，以教学能力优秀的教师为主，尽可能地让

每一位老师担任他们最适合、最擅长的课程，把每一位老师都分

配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去。

如果出现多位老师都能担任某一项教学任务，那就优中选优，

让最优秀的人去担任最合适的课程，使教育资源的分配合理化，

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教师的优势，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任务指派问题是一个需要多角度考虑不同方面因素的决

策问题。因此，科学地﹑客观地﹑精确地﹑合理地将教学任务分

配给不同的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尽力做到让最适

合的教师去担任最合适的课程，是我们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标。

一、指派问题

指派问题一般可以描述为：现有 m 项工作，有 n 个人可供分

配，但每个人擅长的方面不同，故完成不同类别工作的效率也不同，

如何把工作分配给合适的人去完成，而使得最终能够高效率地完

成所有工作或完成所有工作所消耗的时间最短。用一句话来总结

指派问题则为“派最合适的人去做最合适的事”。

当 n m= 时，即工作数量和可分配的人数相等，为平衡状态

下的标准指派问题；当 n m≠ 时，即工作数量和可分配的人数不

相等，为非平衡状态下的指派问题。

指派问题属于特殊的 0 1− 规划或运输问题 . 整数线性规划问
题的解决方法有如下：穷举法、隐枚举法、分支定界法、割平面法、

匈牙利法等。匈牙利法是解决指派问题最广泛最有效的方法。

二、建立任务指派问题模型

（一）问题描述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匈牙利算法提出以来，科学家们对指派

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开发出了大量的求指派问题的算法。其中

任务分配问题的求解是应用最广泛的匈牙利算法由匈牙利数学家

狄·康尼格首先提出的，经过了库恩﹑埃德蒙兹等好几代人的努力，

演变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匈牙利法，用于指派问题的求解。它

的基本原理是任意地从效益矩阵 C 的行或列中，加上或减去一个
常数，得到不同行和列中至少有一个零元素，从而得出最理想的

分配方案。

在教学任务指派过程中，为了使教学质量达到最优，需要考

虑到教师对课程的熟悉程度，学生的接受程度，教学时间等多方

面因素的综合优化决策问题，任何一个影响因素的改变，都会对

分配结果产生影响，正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则该问

题可叙述为：

假设一所学校有 n 名不同学科的老师，共教授 m 门课程 . 已

知 n 名老师对 m 门课程的熟悉程度矩阵为 S ，学生对老师授课方

式的接受程度矩阵为 R ， n 名老师的教学课时的最大限度矩阵为

T ，老师的职业能力 K ，试问如何安排课表使得教学质量效果达
到最大？

（二）建立数学模型

教学任务指派问题主要涉及老师对课程的熟悉程度﹑学生对

老师授课方式的的熟悉程度﹑老师的教学时长以及老师专业知识

能力四个影响因素，在分析四个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匈牙利算

法找出合适的分配方案。

因此，本问题选择四个影响因素比值的方法综合表示价值矩

阵C 的元素：

ijC 值越大，则表明第 i 位老师更适合教授第 j 门课程 . ijS 值

越大，表明第 i 位老师对第 j 门课程更熟悉；

iR 值越大，表明学生对第 i 位老师的授课方式接受程度越高；

ijT 值越大，表明第 i 名老师的教学课时越长；

ijK 值越大，表明第 i 位老师关于第 j 门课程的职业能力越

高 . ijC 值与 ijS ﹑ iR ﹑ ijK 成正比，与 iT 成反比，表达式如下

  .ij ij i
ij

i

S k R
C

T
=                               （2-1）

对于高校教师我们可以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教学水平，教师

之间的竞争可以考虑首位竞争制，对所有教师求解 ijC ，对 ijC 按

值由高到低排序，根据 C 进行课程指派。因此，模型的目标方程
为目标模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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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X
= =

= ∑∑                            （2-2）

其中目标函数的系数， ( )0 , 0,1,2,3ijC i j n≥ = ⋅⋅⋅ ， 0,1.ijX =  

约束条件为：

1. n 是完成教学任务的来自不同学科的老师的数量， m 是教

学课程的数量， i 表示老师， j 表示教学课程；

2. S 表示老师对教学课程的熟悉程度，由学生成绩，教研组
长综合评定，值越高，则表明越熟悉擅长；

3. R 学生对老师授课方式的接受程度，由历届学生打分评定，
值越高，则表明老师越受欢迎；

4. K 表示老师自身的职业能力，由学校每年设考试综合评定，

值越高，则表明自身能力越T 强；

5. T 表示老师的教学时长，由老师自身情况，所担任的科研
任务和外出学习确定，值越大，则表明老师的教学时长越长，课

程任务越重；

6. C 称为系数矩阵或效益矩阵。
（三）模型优化

1. 匈牙利算法是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分配问题模型

（1）目标函数要求为 min ；
（2）效益矩阵为 n 阶方阵；

（3）矩阵中所有元素非负，且均为常数。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分配问题则是标准分配问题。

2. 匈牙利算法一般只能直接用于解决标准分配问题，而实际

应用的模型中更多遇到的是非标准分配问题，再使用此方法之前

要把分配问题标准化。

匈牙利算法仅限于对极小化问题的研究，至于极大化问题，

可转化为等价目标函数。

( )
1 1

min  ,
n n

ij ij
i j

A C X
= =

= −∑∑                          （2-3）

这时候可做一新矩阵，使每个元素为

'  ,ij ijC M C= −                              （2-4）

其中， M 是足够大的常数（例如可以取 ijC 中的最大的元素

作为 M ）. 这是 0ijC′ ≥ ，符合匈牙利算法的要求，则目标函数可

化为

1 1
min ' '  ,

n n

ij ij
j j

A C X
= =

= ∑∑                        （2-5）

（1）当 >mn 时，即“人多活少”的现象，可虚增 n m− 门课

程，使老师数和课程数门数相等，这样就使系数矩阵增加了 n m−

列，构建了新的平衡矩阵；

（2）当 <mn 时，即“人少活多”的现象，可虚增 m n− 个老

师，使老师数和课程数门数相等，这样就使系数矩阵增加了 m n−

行，构建了新的平衡矩阵；

（3）当 n m= 时，即平衡状态下的标准分配问题，可以直接

运用匈牙利算法来求出最优解。

三、实例应用

某高校为了培养和发展学生们对数学的兴趣，开设了数学建

模、贝叶斯统计在“互联网 +”中的应用、电影中的数学文化以

及数学游戏及其教学四门兴趣课程，现在学校有 6 名相关专业老

师可承担相关课程，通过调查问卷、学生成绩、教研组员和课程

课时分析，得出老师对教学课程的熟悉程度矩阵 S ，学生对老师

授课方式的接受序列 R ，老师的职业能力序列 K ，老师的教学时

长序列T ，请运用匈牙利算法合理安排教学任务。

表 1　相关数据

老师 数学建模
电影中的

数学文化

贝叶斯统计在互

联网 + 中的应用

数学游戏及其

教学
接受程度 职业能力 时长

课程熟悉程度矩阵 S 生对师接受程度序列 R 老师职业能力序列 K 老师教学时长序列 T

L1 10 8 8 6 8.9 9.43 16

L2 7 6 7 8 8.65 9.1 15

L3 9 9 6 6 8.62 9.1 18

L4 6 7 9 7 8.31 8.86 22

L5 7 8 7 6 8.43 8.56 20

L6 6 9 6 9 9 9.12 15

表 2　价值矩阵 C

老师 数学建模 电影中的数学文化 贝叶斯统计在互联网 + 中的应用 数学游戏及其教学

L1 52 42 42 31

L2 37 31 37 42

L3 39 39 26 26

L4 20 23 30 23

L5 25 29 25 22

L6 35 53 35 53

运用匈牙利算法求解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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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形

老师 数学建模 电影中的数学文化 贝叶斯统计在互联网 + 中的应用 数学游戏及其教学 虚拟课程 1 虚拟课程 2

L1 52 42 42 31 0 0

L2 37 31 37 42 0 0

L3 39 39 26 26 0 0

L4 20 23 30 23 0 0

L5 25 29 25 22 0 0

L6 35 53 35 53 0 0

1. 对效益矩阵增加两行，使其成为 6 阶方阵

2. 取 53M = ，使 '
ij ijC M C= −

3. 根据算法求最优

52 42 42 31 52 42 42 31 0 0 1 11 11 22 53 53
37 31 37 42 37 31 37 42 0 0 16 22 16 11 53 53
39 39 26 26 39 39 26 26 0 0 14 14 27 27 53 53

'
20 23 30 23 20 23 30 23 0 0 33 30 30 30 53
25 29 25 22 25 29 25 22 0 0
35 53 35 53 35 53 35 53 0 0

C C

   
   
   
   

= → → =   
   
   
      
   

'

53
28 24 31 31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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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优解： 11 23 32 45 55 66 1x x x x x x= = = = = = ，其余均为 0.

最优化指派如下表所示

表 4　任务分配

课程 数学建模
电影中的数

学文化

贝叶斯统计在互

联网 + 中的应用

数学游戏及

其教学

老师 L1 L3 L2 L6

四、结语

根据匈牙利算法得出最优的指派方案为：L1 老师教授数学建

模，L3 老师教授数学中的电影文化，L2 老师教授贝叶斯统计在互

联网 + 中的应用，L6 老师教授数学游戏及其教学。

本文从实际出发，介绍了解决指派问题的传统算法——匈牙

利法，同时运用数学建模的思想建立了求解模型，以求科学地，

高效地，客观地解决教学任务的指派问题，相比传统的教学任务

指派模式更加省时省力，科学合理，通过匈牙利算法，结合人员

任务分配实例进行分析研究，最终得出人员与岗位配置的最优解，

使教师资源配置有效化，提高教学效率，确保教育教学质量，从

而为学校的人事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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