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农业人工智能

课程英文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griculture

授课对象
人工智能专业硕士

生
授课语种 中文

课程性质 必修课（ √ ）选修课（ ）

课程类型 理论课（ √ ）方法课（ ）实验课（ ）实践课（ ）

学分 1 学 时 32

开课学期 1 课程代码 ZQ15021

课程简介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理论基础完善、多

学科交叉且应用领域广阔的前沿学科。人工智能与农业的交叉融合是一个

发展趋势，农业人工智能课程是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农业人工智能的典型案例，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设计并实现农业智

能系统，解决实际问题。具体表现为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并运

用状态空间、问题归约、谓词逻辑等方法进行形式化表示；能够运用盲目

搜索、启发式搜索、消解原理和产生式系统等相关理论和技术进行分析、

搜索和推理；能够运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进化计算和群智能等相关原

理、技术和方法对农业应用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设计模型，

并运用现代工具实现模型求解。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目标 1：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

并运用状态空间、问题归约、谓词逻辑等方法进行形式化表示。

目标 2：能够运用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消解原理和产生式系统等方法



和技术进行搜索、推理，结合编程语言或工具设计并实现智能算法，得出

合理有效的结论。

目标 3：能够运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决策树）和进化计算（遗传算法、

群智能）等方法对农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抽象、建立模型，并进行

有效求解。

能力目标：采用案例驱动、启发式等教学方法，结合课堂讨论、课外自学、

上机实验等形式，使学生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完成农业智能

系统，锻炼和检验学生对农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建

模和求解的能力。

素养要求

了解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增加学生们投

身人工智能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学生利用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解决农业领域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和严谨

性，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强化学生的职业规划素养。

教学内容及基本要求

知识
单元 1．人工智能概述 学时 2

课程

目标
目标 1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人工智能定义与发展

（2）人工智能的认知观

（3）人工智能的研究内容

（4）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重点：人工智能的定义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内容。

难点：人工智能的三大流派和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知识
要求

(1)了解人工智能的定义和发展；

(2)了解人工智能的几大流派；

(3)了解人工智能的常见研究方法及熟悉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能力
要求

(1)能够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

(2)能够初步理解人工智能的典型技术。

素养
要求

了解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和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增加学生们投
身人工智能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知识
单元 2．知识表示方法 学时 4 课程

目标
目标 1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图搜索策略

(2)消解原理

(3)谓词逻辑表示

(4)语义网络表示

重点：状态空间和谓词逻辑知识表示方法。

难点：谓词逻辑知识表示方法。

知识
要求

熟练掌握用状态空间、问题归约、谓词逻辑、语义网络等知识表示方法表

示与求解问题的方法。

能力
要求

能够对现实工程问题用知识表示方法表示，并能够对问题进行求解。

素养
要求

引导学生体会利用人工智能知识表示方法表示知识并对问题求解的科学性

和严谨性。

知识
单元 3．搜索推理 学时 6 课程

目标
目标 2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 盲目搜索：宽度优先、深度优先

(2) 启发式搜索

(3) 消解原理

(4) 产生式系统

(5) 农业专家系统

重点：盲目搜索和启发式搜索。

难点：消解原理和产生式系统。

知识
要求

掌握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消解原理及产生式系统。

能力
要求

能够基于搜索推理的原理，对农业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并能得出

有效的结论。

素养
要求

引入农业领域中涉及到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分析其用到的人工智能技术，

让学生了解将来工作就业需要具备的专业素质，培养学生的职业规划素养。

知识
单元 4．神经网络 学时 4 课程

目标
目标 3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 神经网络算法概述

(2) 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3) BP神经网络

(4) 神经网络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重点：神经网络的结构、BP神经网络。

难点：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知识
要求

(1) 理解神经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

(2) 熟悉神经网络的设计方法及神经网络的训练过程。

(3) 熟悉神经网络处理问题的方法。

能力
要求

能够设计神经网络结构，针对应用任务的需要，利用神经网络处理相应问

题。

素养
要求

通过神经网络设计及建模，加深对神经网络处理工程问题的理解，强化职

业素养。

知识
单元

5．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
学时 6 课程目标 目标 3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 机器学习概述

(2) 机器学习的主要策略和基本结构

(3) 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

(4) 深度学习概述及应用

(5) 农业领域机器学习典型案例

重点：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

难点：深度学习算法。

知识
要求

(1) 了解机器学习定义和发展。

(2) 掌握机器学习的主要策略和基本结构

(3) 掌握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

(4) 掌握深度学习的原理及常见应用场景

能力
要求

（1）能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工程问题进行建模和实验。

（2）能够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及建立实验方案。

素养
要求

理解机器学习的算法原理和应用，通过农业领域问题的案例分析，使学生

理解机器学习算法的工作原理，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和严谨

性。



知识
单元

6．进化计算
和群智能

学时 10 课程
目标

目标 3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
期末考核

教学
内容

(1) 进化计算算法概述

(2) 遗传算法及应用

(3) 遗传规划算法及应用

(4) 群智能算法概述

(5) 粒子群算法和蚁群算法

(6) 农业领域进化计算典型案例

重点：进化计算算法和群智能算法的基本原理、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

难点：遗传规划算法和蚁群算法。

知识
要求

(1) 理解进化计算算法和群智能算法的基本工作原理。

(2) 掌握遗传算法、遗传规划算法、粒子群算法和蚁群算法。

(3) 熟悉遗传算法、遗传规划算法、粒子群算法和蚁群算法的典型应用。

能力
要求

具备使用进化计算算法和群智能算法对问题进行建模、设计实验方案及分

析和解释数据，能够得出有效的实验结果和结论。

素养
要求

在对农业应用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建模的过程中，使学生对人工智能的

算法和模型有更深入的理解，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期末考核采用闭卷考试，成绩由平时成绩*20%+期末成绩
*80%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是 √ 否

是否课程组授课（ √ ）是否实施案例教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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