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王赛马与零和博弈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最优化理论

课程性质：专业必修课

所属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教学对象：本科三年级学生

教学总学时：60

二、课程思政的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一）课程目标

根据本科生的实际情况，本节课确定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零和博弈的求

解方法，运用最优化理论知识建构优化模型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举例、类

比、回顾、归纳、结合软件研究和博弈的求解方法，同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

学生获得建立优化模型的规律和方法；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合作交流、探究学习

的意识；提升学生应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简介

“最优化理论”课程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方向本科生的基础课已经累计开设 13 年。以最优化问题为研究背景，课程内

容均来自生产生活实际，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从数理结构揭示和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决策问题，因为该课程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

所学知识能够应用于生活实践，深受学生喜爱。

课程以数学机理/数据混合建模、稳定性分析、学习效应等基础理论为核心，

通过与控制、机械、管理以及生物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解决了一系列基础科学及

应用问题，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成果。针对生产控制领域的奇异摄动时变

时滞不确定控制系统问题，提出了基于时域线性矩阵不等式的稳定性分析技术；

针对管理科学领域学习效应的资源约束排序问题，在凸递减资源消耗函数下以总

加权资源消耗成本为约束，实现了调度成本最小的目标；针对生物学领域的种群

模型问题，重新设定了种群生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指标体系，建立了合理的生物

开发的经济数学模型。本课程以应用数学为核心展开多学科共同攻关，将促进学

科交叉融合的理论研究，也将大力推动应用数学学科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的发展。

（三）课程思政融入设计

最优化理论课程在思想政治元素与专业知识融合过程中科学设计教学要点，

以思政元素为切入点，引出问题并通过多种教学手段，使教学内容相互衔接、层

层深入，螺旋上升，最终指导实践，解析思政元素，回归思政教育。

三、具体教学展示

（一）教学目标

本节课学习目标是使学生掌握零和博弈的求解方法，理解模型结构的形成和

采用 LINGO软件求解问题的过程。本节课设计一个背景，一条主线，两条分线。

一个背景，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分析解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智

慧。一条主线为帮助学生掌握零和博弈的求解方法。两条分线，其一是运用运筹

学知识建构优化模型的过程；其二是掌握运用 LINGO 软件求解问题的方法。

（二）教学内容

本节课的理论教学是最优化理论课程中决策论第二节内容，讲解零和博弈的

求解方法，在思政融入中是应用运筹学方法解释军事博弈问题的典型案例，在技

能提升中是应用 LINGO 软件求解优化问题的实验示例。以“田忌赛马”问题为

背景，在教学中学生通过耳熟能详的军事故事，体会运筹学的数理分析过程与科

学决策的重要性，初步体会和领悟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决策问题的思维方式，拓宽

学生的视野。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但能够提高运用运筹学优化思想解决现实问题

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能进一步体会到运用数学工具描述难以量化或主观因素时

的技巧与智慧，从而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动力。

（三）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最优化理论课程思政以观察生活中的实际生活中优化问题为载体，授课过程

中以信息化为依托，利用网络，收集、了解与问题相关的思政元素，通过中国传

统文化中科学发展史上的人物故事，重要思想、传统文化、历史文献等，以其为

切入点，开展课堂讨论，通过量化研究对象、搜集相关数据，充分了解模型背景，

增强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客观认识问题的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政

治认同感。

通过探究式学习，运用机理分析与统计分析手段建构优化模型。开展混合式



教学方法，采用现代化的数学专业软件和数值分析技术，科学推演，利用数据可

视化，得到相关演变与发展规律，并利用社会实际发展情况作为检验模型结果的

依据，并能够应用最优化理论知识进行科学决策，提升学生科研素质和创新素养。

通过最优化理论思政课程教学的开展，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结合计算机技

能，用科学发展观和视角对中国发展和强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思考和研究，

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解释和解决中国新时代的国际国内问题。

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教师要把价值观渗透于知识传授之中，青年阶段

的学生是思维最为活跃，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的人生阶段。在高校课程思政

教学中，教师要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改革，开展集体备课，并结合每节课的知识点

引入合适的案例，而不是简单的进行政治宣传。

第一、教师需要提升思政意识，牢固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以个人的品质和

精神面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第二、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知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数学史和数学家的故

事，培养学生为追求真理和理想而不断探索、吃苦耐劳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

第三、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知识所蕴含的哲学原理，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统一

思想，形成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四）案例导入

学生收集背景信息，了解田忌赛马典故的背景信息。

“田忌赛马”问题的呈现

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

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

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

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

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

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

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五）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问题呈现

学生收集背景信息，了解田忌赛马典故的背景信息。

“田忌赛马”问题的呈现

（二）现实问题的背景知识与分析

1.背景知识解析

田忌赛马就是零和博弈，齐王所失就是田忌所得，又由于中只有两个局中人，

策略集是有限的，故属于两人有限零和博弈，求解该矩阵博弈问题。

2.田忌赛马的启示

（1）劣势中找到优势。世上不是没有好马,只是缺少伯乐；相信自己总有自己独

到的优势所在。

（2）学会取舍。什么都想得到,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舍掉小我成就大我是上策。

（3）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4）先谋后战。谋略在先事半功倍,焉有不胜之理。

（5）在局部,从没有以弱胜强,实力永远是取胜的基础。

（6）了解对手,隐藏自己。过多过早的暴露自己已失先机,只能被动挨打,知己知

彼,隐藏自己,才能百战不殆!

（三）模型建立与求解

由于齐王和田忌可能的出马策略为“上中下”、“上下中”、“中上下”、“中下

上”、“下中上”、“下上中”共计六种。

记 齐 王 的 策 略 集 为 ， 田 忌 的 策 略 集 为

，则齐王的赢得矩阵为

并设齐王和田忌的最优混合策略分别为 和 。求解

和 归结为求解方程组

和



其中 U=[u,u,u,u,u,u]T，V=[v,v,v,v,v,v]T。

上述方程有无穷多组解，通解为

即齐王以 1/3 的概率选取策略 之一，田忌以 1/3 的概率选取

策略之一。总的结局是田忌赢得期望值是 1千金。

（四）LINGO求解

田忌赛马案例，混合策略最优解 x=y=[0,0.3333,0.3333,0,0.3333,0]T和最小范数最

优解 x=y=1/6,u=v=1。

Model:

sets:

num/1..6/:x,y;

link(num,num):a;

endsets

data:

a=1;

enddata

submodel xx:

@for(num(j):@sum(num(i):a(i,j)*x(i))=u);

@sum(num:x)=1;@free(u);

endsubmodel

submodel yy:

@for(num(i):@sum(num(j):a(i,j)*y(j))=v);

@sum(num:y)=1;@free(v);

endsubmodel

submodel con1:

min=@sqrt(@sum(num(i):x(i)^2));

endsubmodel

submodel con2:

min=@sqrt(@sum(num(i):y(i)^2));

endsubmodel

calc:

a(1,1)=3;a(1,6)=-1;a(2,2)=3;a(2,5)=-1;a(3,2)=-1;a(3,3)=3;

a(4,1)=-1;a(4,4)=3;a(5,3)=-1;a(5,5)=3;a(6,4)=-1;a(6,6)=3;



@solve(xx);@solve(yy);

@solve(xx,con1);@solve(yy,con2);

endcalc

end

（五）小结

本模型从田忌赛马典故到优化建模，体现了建模过程的过程，解决了涉及到

不易定量表示的模糊概念建模问题。内容包括对零和博弈的构建、策略集的分析、

模型的求解、LINGO软件应用。

（六）作业

讨论：零和博弈的线性规划解法和对应的 LINGO程序。

四、教学评价与成效

课题组教师指导学生获得中国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三等奖 2项。

本课程是考试课，考核方式采用过程性考核方式。结合日常出勤、案例分享、

实验教学等综合评价学生学习情况。

五、课程特色与创新

课程创新点：化抽象为具体，在教学设计中，融入具有时效性、应用型的思

政案例，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理工类大学生，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大学生学习

渠道多样化，学生随时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学习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如果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刻意地穿插思想教育内容，反而会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效果往

往会适得其反。在分析上述教学与学生现状的基础上，课程团队认为要做好课程

思政工作就必须协调好讲授专业知识和思想教育二者的关系，尤其是要坚持润物

无声地开展课堂思政。教师需要在讲解知识点时，选取合适的案例，通过案例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传递思政育人元素，以达到利用课堂思政提高教学质量

的目的。

本课程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方式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加强团队意识，培养数学思维；借助于数学史、数学家的故

事等数学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情怀；

通过在教学内容中融入前沿科研成果和应用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精

神，培养学生严谨的数学逻辑思维和丰富的数学科学素养，形成正确的数学哲学

观；通过对最优化理论应用的科技发展现况与趋势的了解，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



与能力，前瞻视野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勇于发现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踏实细致、严谨科学的学习习惯，激发学生科技报国和对国家、社会

发展的责任担当意识。

六、思政教学反思

通过“课程思政入课堂、育人育德于无形”的探索与实践，学生不仅能掌握

零和博弈的思想和基本理论知识、获得运用零和博弈的基本思想、方法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增强学习兴趣，培养数学思维，激发创新精神、奋斗精神

以及爱国情怀，从而奠定实现“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科学精神”的良好基础。

在思政教学中的成功之处：

1.课堂从一生动案例引入开始，迅速将学生的兴趣引入课堂，调动起学生的学习

热情；

2.把握好新闻时政的切入点，让课程知识点到思政点的过渡更显自然。

持续改进之处：

1.在融入数学史时，每次设计为五分钟左右，但是偶尔展开的较多，时间把握不

够好；

2.由于对工科专业缺乏了解，融入的专业应用型案例较少，后续还要与各学院专

业课教师多沟通；

3.课下与学生沟通大多数还是解决学科内容，缺少人文关怀，当学生需要心里疏

导时，时长会有心乏力，还需提升育人能力。

通过课程思政的教学，自身还是收益颇多的。为了精心准备教学案例，查阅

了大量的文献，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政治素养，而且也提高了文化素养，对最优化

理论课程有了全新的认识。

以现代化的教学理念为指导，不断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方法，努力做到因材施

教，针对本专业设置更贴合专业特色和学生发展方向的、融合科学前沿知识的案

例。

吉林师范大学 最优化理论 李丽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