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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在生产、运输、市场竞争、投
资理财、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方面的
都会运用到运筹学的思路和理论。《物流运筹学》是高校物
流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课程内容以基础概念、理论、
数学模型为主，逻辑性强，较难挖掘思政元素。因此，文章
从运筹学发展历程，线性规划，最短路问题，囚徒困境等知
识点出发，讲述如何从中引导学生思考，培育科学精神，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资源节约意识，以及深入爱
国精神教育。此外，从强化教师育人意识，提升育人能力以
及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的角度探讨《物流运筹学》课程的教
学改革与实践，为物流相关专业开展运筹学课程思政教学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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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ideas and theories of opera－
tions research will be applied in the economic and life fields,
such as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invest－

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daily
life and so on. Logis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is a major course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The course content is mainly based
on basic concepts, theories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It is
highly difficult to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
ements in some important point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linear programming, the shortest
path problem, prisoner's dilemma problem. We aim to help
students cultivate scientific spirit, establish correct value ori－
entation,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deepen the education of patriotis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logis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eachers' educa－
tional consciousness, improving educational ability and adopt－
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The paper tr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course.
Key words: logis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teaching reform;
curriculum politics

基于课程思政的《物流运筹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Operations Research on Logistics Based on Curriculum Politics

纪静娜，徐小雅 JI Jingna, XU Xiaoya
（广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School of Business of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0 引 言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就思政课建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 6月，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要深入梳
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不断完善课程思
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1]。《物流运筹学》作为物流管理、物流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一般列为专业必修课，主
要面向大二、大三学生开课。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对于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课程思政建设背景，对《物流运筹学》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探析，为物流
相关专业开展运筹学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作为数学大家族中的一门年轻学科，运筹学是在 20世纪 3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运筹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是应
用数学和管理科学的跨领域研究。主要是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建立模型、优化分析，利用数学模型和优化算法等方法，去寻找
复杂问题中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从而为管理人员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运筹的思想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思想，是
实现有效管理、正确决策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物流运筹学》课程讲述了运筹学中的若干主要模型，如线性规划、
对偶理论、整数规划、运输问题、动态规划、博弈论、图论等，同时侧重于其在物流系统分析及优化中的应用，立足于培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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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的《物流运筹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生系统分析的基本意识和掌握现代系统优化问题的建模求解方法。由于《物流运筹学》课程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以数学
模型为基础，因此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成为不少专任教师的难题。
1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分析

由于《物流运筹学》以基础概念、理论、数学模型为主，逻辑性强，较难挖掘思政元素，从而导致在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
上并不理想。基于《物流运筹学》的主体内容，本文提炼主要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提升运筹学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
内涵。
1.1 运筹学发展历程—培育科学精神

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很多运筹思想，如田忌赛马，丁谓修宫等。通过引入中国古代出现的经典案例，可以培养学生
的民族自信感和使命感，增强文化自信[2-3]。20世纪 50年代，钱学森、许国志等科学家将运筹学由西方引入我国。1970年后，
华罗庚教授在全国范围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使运筹学的很多分支很快跟上了当时的国际水平。通过运筹学发展历程的学习，
要把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抓紧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大力
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通过学习，让学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胸怀国家人民；积极开拓创新，善于攻坚克难；注重联系实际，
坚持实事求是。

运筹学是应用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交叉学科，交叉的特色是创新。在高校的学习中，学生会学习数学、管理学、经济
学等不同学科的内容，要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树立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念，提
高学生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并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身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1.2 线性规划—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是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基本方法之一，其思想是从求解基可行解开始，不断迭代，逐步调优，最终找
到问题的最优解。主要培育学生分析问题、建立模型、优化分析的基本意识。在讲解完求解过程后，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成功之
道，让学生了解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都是经过循序渐进的改变得来的。在成长的路上，要明确自己的追求与目标，将长远目
标合理拆分，循序渐进，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1.3 最短路问题—强化规划意识，树立节约资源、低碳环保生活理念

《物流运筹学》课程中的图论章节涉及到最短路问题，而运输路线的选择是物流运输中的重要问题。最短路问题是从给定
的图中找出任意两点间的最短线路，主要算法包括 Dijkstra算法和 Floyd算法。从起点到终点，要经过许多的中间点，也有很
多不同的路径选择。就像人生道路上，在每个节点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选择不同，走的路也不同。要引导学生思考人生规划
的重要性，要有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把目光放长远，朝着目标勇往直前。如果没有目标，会容易迷失自己，失去方向。
此外，寻找最短路径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在满足配货需求的前提下，减少资源浪费，运输工具的合理使用也是实现环境保护的

重要方式。2020年 9月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将力争于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4]。在讲解最短路问题时，可以结合“双碳”背景，解释资源节约的重要性，提高学生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1.4 囚徒困境—深入爱国精神教育

囚徒困境通常被看作个人理性冲突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经典情形。因为在囚徒困境局势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
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现实中存在着很多囚徒困境的现象，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囚徒困境是可以打破的，如忠诚
文化。如果按照理性人假设，则当遇上战争时，理性的士兵将没有人愿意冲在最前面，每个人都等待着他人冲锋陷阵。但这并
不是事实，军人在战场上总是勇往直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在一个军人的职业早期就使其牢牢树立了与战友同甘
共苦、同生共死的忠诚观念。另一方面，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其实后退是能够保护自己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像医护人员、消防
员，在疫情和火宅发生的情况下，总是逆向而行，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身上这种为祖国为人民奋战在一线的精神，所以是非常
值得我们敬佩的。通过打破囚徒困境的例子，引导学生树立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进一步向学生宣扬爱国精神与
无私奉献精神。
2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

目前高校对于运筹学课程的讲解往往以解题为主，偏向理论讲解。本身运筹学课程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因此，学生在学
习时往往感觉枯燥乏味，难度较大，极大地削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运筹学进行课程思政改革的目的在于推动物流专业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最终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5]。因此，无论是从教师育人意识
的角度，还是从教学方式方法的角度，都应做出改变。
2.1 强化教师育人意识，提升育人能力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主体，是立德树人的关键。只有教师保持开展课程思政的热情，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确
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实施[6]。专业教师缺乏对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结合的深入思考是导致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效果不佳的重要原
因之一[7]。因此，专业课教师需要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方面深入思考和不断提升，当好学生的引路人。要深入挖掘《物
流运筹学》中的思政元素，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传承红色基因，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高素质人才。
2.2 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习总书记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由于《物流运筹学》偏向数学建
模分析，更需要加入相应现实案例，实现理论讲解与实践应用的融合。实际上，运筹的思想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基本思想。
可以融入生产、运输、市场竞争、投资理财、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等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方面的应用。 （下转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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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做好教师的培训，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专业课的教学主导者是教师，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直接的群体，也是开展课程思政的中坚力量[17]。《纲要》也明确提出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课程思政建设需要一支思想政治素养高，能够深度挖掘课程思
想政治元素，并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合到教学中的师资队伍。高校可以结合专业特点，对专业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培
训，可分学科专业开展经常性的经验交流、现场教学观摩、课程思政比赛等活动，增强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能力，充分发挥基
层教学组织作用，帮助教师不断探索课程思政建设，并进行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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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物流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上接第 167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能从运筹学的思想中得到启发，可以借助运筹规划方法和优化理论协助解决实际问

题。通过运筹学的应用案例学习运筹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结合实验课程，利用 Excel、Matlab、Lingo、Lindo等软件，对线性
规划、运输问题、整数规划等数学模型进行求解，可以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方式[8]。通过贴近现实生活的案例，使学生轻松地
领会运筹学的奥妙，同时掌握最基本的运筹学基本原理和运筹规划方法，帮助学生将运筹学的思想灵活地应用到日常的学习生
活中去，提升工作生活效率。此外，在练习题的背景中，融入国情，让学生在解题的同时思考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让学生趋
向于主动学习，提升课堂育人方法和效果。通过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内涵与价值理念，培养学生的爱国荣誉感与民族使命感，让
学生养成严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通盘考虑的全局意识，培养学生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精神。
3 小 结

在现代社会中，运筹学显得越来越重要。运筹学不仅局限于数学领域，在其他行业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物流运筹学》
作为高校物流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目前在讲解时往往以解题为主，偏向理论讲解。在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存在难以挖
掘思政元素的困境，从而导致在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上并不理想。因此，本文结合《物流运筹学》的主体内容，阐述运筹学发
展历程、线性规划、最短路问题、囚徒困境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从强化教师育人意识，提升育人能力以及采用合适的教学方
法两方面阐述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课堂育人方法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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