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法设计与分析教学大纲 
 
一、基本信息 

英文名称：Design and Analysis of Algorithms 

课程编号：063210845 

课程类别：专业课 

课程性质：必修课 

学时：48 （理论学时：48）         

学分：3 

适用对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先修课程：C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 

开课单位：计算机学院 

使用教材： 

[1] 王晓东.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主要参考书： 

[1] Anany Levitin(美). 算法设计与分析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 屈婉玲.算法设计与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3] 卢开澄.计算机算法导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二、教学目标 

《算法与设计分析》是一门面向算法设计，且是计算机类专业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必修课。使学

生具备利用算法设计解决复杂计算机及软件工程问题，具备针对算法复杂性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培养

学生程序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设计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会从问题入手，运用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核心理论和方法，分析

和研究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结构和应用软件中解决问题的算法，使学生能够在复杂工程问题应用中为

算法选取适当的设计策略，同时对算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分析。通过对常用的、有代表性的算法的

研究，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算法复杂度的初步能力，锻炼其逻辑思维

能力和想象力，并使之了解算法理论的发展。使学生学会分析算法、选择算法、设计算法，养成良好的

程序设计风格，即能够综合运用算法设计与分析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具有运用算法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独立科研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课程目标及能力要求具体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 NP 完全理论、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贪心算法、回溯法以及分支限界法解决

问题的基本思想，能够准确地分析棋盘覆盖、线性时间选择、最接近点对问题、最长公共子序列、0-1

背包问题、哈夫曼编码、旅行售货员、单源最短路径、最大团等典型算法的效率及稳定性，对解决方案

的算法进行时间复杂度的分析、评价和改进。 

课程目标 2：将实际问题抽象为计算机语言表达是算法实现的重要一环，能够熟练地将解决问题的文字

描述中的指标进行参数化，将解决方案进行数学模型化，能够培养学生更好的利用算法设计思想去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较为复杂类型问题的能力，锻炼其逻辑思维能力和想象力。通过熟练掌

握基础算法的基本理论，比较分析并总结各个类型算法的优缺点。特别是针对某一给定的解决问题，学

生能够根据实际问题的特定需求，选择和利用合理的算法类型给出最优方案，并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评价和改进。 

表 1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对毕业

要求的支撑关系

1.工程知识 1-4 专业知识 
能够将计算机专业知识用于计算机软硬件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 

的分析、评价和改进。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2-2 问题表述 
应用工程数学、数字逻辑、算法分析、面向对象等原理和方法，

将实际的复杂工程问题表述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数据模型。 课程目标 2 



3. 设 计 / 开 发

解决方案 
3-1 解决方案构思 

能够运用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数学知识，确定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基本思路和方案。 课程目标 3 

 

三、课程内容、教学要求及评价方式 

1.课程内容、要求与评价方式 

通过指导学生学习与课程目标相对应的课程内容，实现课程目标的达成。评价方式包括：平时作业、

课堂测验、期末试题。各课程目标的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详见表2。 

表2 课程知识单元、要求与评价方式对应关系表 

序号 知识单元 知识点 教学要求 
教学

方式 
评价方式 

推荐

学时

支撑课

程目标

1 算法概述 算法的概念，计

算复杂性 

1. 理解算法的概念 

2. 掌握算法在最坏情况、最好情况和平均情

况下的计算复杂性概念 

3. 掌握算法复杂性的渐进性态分析 

4. 了解NP类问题的基本概念 

讲授 期末考试 2 1 

2 
递 归 与 分

治策略 

递 归 与 分 治 策

略与设计技巧 

1. 掌握递归的概念、分治法的基本思想 

2. 掌握二分搜索技术、大整数的乘法、矩阵

乘法、棋盘覆盖、合并排序、快速排序、线

性时间选择和最接近点等典型分治算法的基

本原理。 

讲授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4 1 

3 
递 归 与 分

治策略 

分 治 法 的 数 学

模型化分析 

1. 根据特定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数学模型

化、程序化和时间复杂度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3 2 

4 
递 归 与 分

治策略 

递 归 与 分 治 算

法综合分析 

1. 分治法与递归的关系分析 

2. 基于分治法的综合比较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1 3 

5 
递 归 与 分

治策略 

分 治 算 法 综 合

设计 
1. 爱因斯坦的思考题 讨论 专题 2 2 

6 动态规划 

动 态 规 划 算 法

的设计思想、适

用 性 及 算 法 设

计要点 

1. 掌握矩阵连乘问题、动态规划算法要素 

2. 掌握最长公共子序列、最大子段和、多边

形最优三角剖分、多边形游戏、0-1背包问题、

最优二叉搜索树等典型动态规划算法的基本

原理。 

讲授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4 1 

7 动态规划 
动 态 规 划 的 数

学模型化分析 

1. 根据特定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数学模型

化、程序化和时间复杂度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3 2 

8 动态规划 
动 态 规 划 算 法

比较分析 
1. 基于动态规划算法的综合比较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1 3 



9 动态规划 
动 态 规 划 算 法

综合设计 
1. 高并发状态下的负载均衡问题 讨论 专题 2 3 

10 贪心算法 

贪 心 算 法 设 计

策 略 、 一 般 理

论，与动态规范

算法的差异 

1. 掌握活动安排问题、贪心算法的基本要素

2. 掌握最优装载、哈夫曼编码、单源最短路

径、最小生成树和多机调度等典型贪心算法

的基本原理。 

讲授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4 1 

11 贪心算法 
贪 心 算 法 的 数

学模型化分析 

1. 根据特定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数学模型

化、程序化和时间复杂度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3 2 

12 贪心算法 
贪 心 算 法 比 较

分析 
1. 贪心算法与动态规划算法的比较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1 3 

13 贪心算法 综合训练 1. 综合测试考试并课堂详解 测验 课堂测验 2 3 

14 回溯法 

回 溯 法 的 算 法

框 架 、 设 计 策

略，深度优先搜

索策略 

1. 掌握回溯法的算法框架 

2. 掌握装载问题、批处理作业调度、n后问题、

0-1背包问题、最大团问题、m着色问题、旅

行售货员等典型回溯法算法的基本原理。 

讲授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4 1 

15 回溯法 
回 溯 法 的 数 学

模型化分析 

1. 根据特定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数学模型

化、程序化和时间复杂度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2 2 

16 回溯法 
回 溯 法 交 叉 算

法的综合分析 

1. 回溯法的效率分析 

2. 装载问题、0-1背包问题、旅行售货员等

具有典型算法交叉问题的综合分析与训练。

讲授 期末考试 2 3 

17 
分 支 限 界

法 

分 支 限 界 法 的

算法框架、设计

策略，剪枝搜索

策略 

1. 掌握分支限界法的基本思想 

2. 掌握单源最短路径问题、装载问题 

3. 掌握布线问题、0-1背包问题 

4. 掌握最大团问题、旅行售货员问题 

5. 掌握电路板排列问题、批处理作业调度 

讲授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4 1 

18 
分 支 限 界

法 

分 支 限 界 法 的

数 学 模 型 化 分

析 

1. 根据特定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数学模型

化、程序化和时间复杂度分析。 
讲授 期末考试 2 2 

19 
分 支 限 界

法 

分 支 限 界 法 交

叉 算 法 的 综 合

分析 

1. 回溯法与分支限界法的比较分析 

2. 深度优先搜索与广度优先搜索问题比较 

3. 单源最短路径、0-1背包问题、最大团等

典型算法交叉问题的综合分析与训练。 

讲授 期末考试 2 3 

 

 

 



1. 课程评价计算 

表 3 课程目标与评价依据占比关系表 

           课程目标

评价项目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后作业 10 100% - - 

课堂测验 10 100% - - 

专题 30 - 30% 70% 

期末考试 50 60% 30% 10% 

合    计 100 50 24 26 

 

表 4 各考核环节所占分值比例及考查重点 

课程成绩构成及

比例 
考核环节 考查点 

课程 

目标 
分值 

课后作业 1 次，

满分 100 分，共

占 总 成 绩 的

10% 

作业 

 

1 
分治法复杂性分析的一般推导过程，及其时间复杂度的总

结与分类，递归算法解决排列、划分问题。 
1 

10 

2 
动态规划的计算过程和算法思想，如何解决最长公共子序

列、多边形游戏、0-1 背包问题。 
1 

3 
贪心算法的设计策略，如何解决活动安排问题、哈夫曼编

码问题、单源最短路径问题。 
1 

4 
回溯法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和算法框架，解决装载问题、

0-1 背包问题和旅行售货员问题。 
1 

5 0-1 背包问题、旅行售货员问题的多种算法之间的比较。 1 

专题 2 次，每次

满分 100 分，共

占 总 成 绩 的

30% 

专题 

1 爱因斯坦的思考题 2 

30 

2 高并发状态下的负载均衡问题 3 

课堂测验 1 次，

满分 100 分，共

占 总 成 绩 的

10% 

课堂

测验 

1 
根据排序、搜索、划分等实际问题的特定需求，利用递归

与分治策略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和算法框架解决问题。 
1 

10 2 
根据最长公共子序列、0-1 背包等实际问题的特定需求，

利用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和算法框架解决问题。 
1 

3 
根据最优装载、单源最短路径等实际问题的特定需求，利

用贪心算法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和算法框架解决问题。 
1 

评价占比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办法 

考核方式：课后作业（10%），专题（30%），课堂测验（10%），期末考试（50%）。成绩评定

办法如下所示。 

1.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观测点 17 - 20 分 13 - 16 分 9 - 12 分 5 - 8 分 0 - 4 分 得分 

内容完整性

（权重 0.2） 

书写工整、清

晰，有完整的解

题过程 

书写工整、清

晰，解题无明显

过程缺失 

书写较工整、较

清晰，解题无明

显过程缺失 

书写较工整、较

清晰，解题有明

显过程缺失 

书写不工整、不

清晰，无解题过

程 

20 

正确性 

（权重 0.2） 

采用的算法设

计合理，结果准

确 

采用的算法设

计合理，结果有

偏差 

采用的算法设

计合理，结果错

误 

采用的算法设

计较合理，结果

有偏差 

采用的算法设

计不合理，结果

错误 

20 

逻辑性和 

创新性 

（权重 0. 2） 

算法的设计思

想逻辑结构严

谨、有一定的创

新性 

算法的设计思

想逻辑结构较

严谨、有一定的

创新性 

算法的设计思

想逻辑结构基

本明确、有一定

的创新性 

算法的设计思

想逻辑结构较

混乱、有一定的

创新性 

算法的设计思

想逻辑结构不

完整层次混乱、

无创新性 

20 

基本思想 

掌握程度 

（权重 0.2） 

完全地掌握算

法设计的基本

思想，并能够灵

活运用 

较为完全地掌

握算法设计的

基本思想，并能

够灵活运用 

较为完全地掌

握算法设计的

基本思想，但不

能够灵活运用 

基本掌握算法

设计的基本思

想，但不能够灵

活运用 

没有掌握算法

设计的基本思

想，更不能能够

灵活运用 

20 

期 末 考 试 100

分，占总成绩的

50% 

期末

考试 

1 

综合考核学生利用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贪心算法 

回溯法、分支限界法等算法解决问题时所需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对实践性和应用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进行分析、评价和改进。考试题型可为判断对错题、选择

题、填空题、简答题等。 

1 

50 2 

综合考核学生利用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贪心算法、

回溯法、分支限界法等算法对解决问题进行参数化、模型

化和程序化分析。考试题型可为判断对错题、选择题、填

空题、简答题等。 

2 

3 

综合考核学生利用递归与分治策略、动态规划、贪心算法、

回溯法和分支限界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案，学

生能够根据实际问题的特定需求，选择和利用合理的算法

类型给出最优方案。考试题型可为判断对错题、选择题、

填空题、简答题等。 

3 



解决问题 

的能力 

（权重 0.2） 

能自主地、主动

地谋求解决问

题的规划、方法

和步骤，并合理

地、有效地解决

问题  

能自主地、主动

地谋求解决问

题的规划、方法

和步骤，并较合

理地、较有效地

解决问题 

能自主地、主动

地谋求解决问

题的规划、方法

和步骤，只能解

决部分问题 

不能自主地、主

动地谋求解决

问题的规划、方

法和步骤，但能

解决问题 

不能自主地、主

动地谋求解决

问题的规划、方

法和步骤，且不

能解决问题 

20 

合计 100 

2. 专题评分标准 

观测点 100 分 0 - 99 分 得分 

准确性 

（权重 0.4） 

解决方案所使用的算法的逻辑结构和实

现结果准确 
算法逻辑混乱不得分 40 

合理性 

（权重 0.4） 
解决方案的整体设计方案和框架合理 算法设计不合理不得分 40 

新颖性 

（权重 0.2） 
算法设计新颖 算法直接抄袭不得分 20 

合计 100 

3. 课堂测验评分标准 

观测点 100 分 0 - 99 分 得分 

解决问题

的准确性 

（权重 1） 

主观题型的判分点无错误，结果准确，书

写工整，字迹清晰 

主观题按照步骤判分点以及结果的准确性

得分，字迹模糊不清导致结果无法识别的

按判分点错误不得分 

100 

合计 100 

4.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观测点 100 分 0 - 99 分 得分 

解决问题

的准确性 

（权重 1） 

客观题按照标准答案无错误；主观题按照

步骤判分点无错误，结果准确，书写工整，

字迹清晰 

客观题按照标准答案对的得分，错误的不

得分；主观题按照步骤判分点以及结果的

准确性得分。字迹模糊不清导致结果无法

100 



识别的按判分点错误不得分 

合计 100 

 

附件：课程达成度评价计算 

附表 1 课程评价考核基本信息表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课后作业(A) 专题（B） 课堂测验(C) 期末考试(D) 
课程总评成绩 

在线作业 纸质方案 纸质试卷 基础知识 模型分析 综合分析 

目标分值 10 9 21 10 30 15 5 100 

学生平均得分 A B1 B2 C D1 D2 D3 A+B+C+D 

 

附表 2 课程达成度评价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目标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课后作业 10 A 

课程目标 1 达成度=  课堂测验 10 C 

期末考试 30 D1 

课程目标 2 
专题 9 B1 

课程目标 2 达成度=  
期末考试 15 D2 

课程目标 3 
专题 21 B2 

课程目标 3 达成度=  
期末考试 5 D3 

课程 

总体目标 
总评成绩 100 A+D1+D2+B1+B2+C+D3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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