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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与探索 *

王 颖，邵桂芳，陶继平，孙怀清
（厦门大学 自动化系，福建 厦门 361000）

运筹学课程是自动化类、经管类和应用数学类等学

科从本科到硕士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研究经济、生产、

军事及社会活动中能用数量来表达有关运用、筹划、规

划及管理方面的问题，根据问题要求，通过数学的分析

与计算，做出综合性的合理安排，以达到较经济、较有效

地使用人力物力的目的[1]。而厦门大学自动化系自 1999

年建系伊始就将运筹学课程设置为自动化专业本科、硕

士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共 54学时，本文的四位作者就

是本科和研究生运筹学课程的主讲者。

自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指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后，作者们就开始在主讲的运筹学课程中探索课程思政

教育，将立德与树人相结合，育人与育才相结合。但是工

科专业类课程目前存在重“术”的掌握和运用，轻“道”的

阐发与弘扬这一普遍问题，思想政治课程与工科类专业

课程之间很难实现融会贯通，思想政治教育日益陷入

“孤岛”困境[2]。如何将“祖国为上，人民为先，责任为重”

的思想理念贯穿工科专业教学的始终，如何避免单纯的

说教模式，需要专业教师在专业内容、产生过程、发展脉

络等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精心地设计与不断地思考

和探索，才能真正践行“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

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

而然吸收”这样的目标和理念。

2020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要求发挥好“每门课的育人作用”。因此，我们总

结四年来运筹学课程中的思政探索，将课程思政的内容

设计、形式设计和心得体会进行总结，从运筹学发展历

史、涉及到的伟大科学家及其事迹，教育学生感知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运筹学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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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对偶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同方法、手段等，引

导和教育学生积极崇尚科学、勇于创新、学以致用，以发

展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并注重工程素养培养意识。从

多个矛盾目标的权衡求解，引导学生抓主要矛盾并学会

转化矛盾。抛砖引玉，期待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运筹学课程各章节内容的思政设计

（一）运筹学的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朴素应用———体

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增加民族自豪感

在介绍运筹学思想的起源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应

用运筹学的优化和系统思想进行决策、大型工程的建

设、危难关头的解决方案的案例比比皆是，从孙子兵法

到张良运筹帷幄，从《史记》中记载的田忌赛马的博弈论

雏形到《梦溪笔谈》里记载的丁谓修皇宫（梦溪笔谈·权

智），从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到梦溪笔谈

中的“导水治堤”与“泽国长堤”。通过这些案例模块的设

定，引导学生们体会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增加

了同学们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运筹学的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引入与发展———

体现中国最顶级科学家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使命感

虽然运筹学在二战期间的欧美产生，但在介绍完运

筹学的产生后，我们会用一整块时间讲述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钱学森、许国志、华罗庚等最顶尖的科学家，为新

中国的建设，将运筹学引入并加以推广的历史[3]。从钱学

森排除千难万险回到祖国怀抱切入，到在克利夫兰总统

号上回国之际与许国志对运筹学的讨论，从他们回国后

建立的运筹学研究室，到华罗庚先生对于优选法和统筹

法不遗余力的探索和推广。这段模块的设定，让同学们

感受到那些顶级科学家对祖国的感情和责任感，将祖国

的发展和兴旺作为自己毕生的目标和使命，从而引领和

培养同学们将科技兴国作为自己的责任，作为祖国的高

科技人才，对祖国的兴盛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丹齐克与单纯形法———只要独立思考，学生也

能有创新和贡献

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算法单纯形法是由丹齐克在

学生时代，把线性规划求解问题当作课程作业而提出的

算法。通过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引导学生认识独立思考

的重要性，也让学生体会大学时代不是简单的老师教、

学生学。只要有扎实的基础，加上独立、认真的思考，即

便是学生也能具备创新和解决许多待解决难题的能力。

通过该模块的设定，让学生意识到创新不是遥不可及

的，而是努力都可以获得的能力。

（四）纳什与博弈论———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和挫

折，只要坚持就能迎来希望

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利用不动

点定理证明了均衡点的存在，为博弈论的一般化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4]，是博弈论中不可不提的重要科学家。而正

是这位科学家被确诊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顽强地与

这种被认为是只能好转、无法治愈、需要终身服药的疾

病斗争，他为了数学思维的清晰，停止服用药物，经过十

几年的不懈努力，完全通过意志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坚

持工作，并战胜了精神分裂症，并于 1994年获得诺贝尔

奖。这个例子引导学生们真正地思考对于挫折、苦难的

态度和应对方法。针对当下校园抑郁、轻视生命等现象

的存在，通过该模块的设定，用真实的例子告诉学生们，

纳什遇到那样的挫折和困难，他仍然坚持、用坚强和毅

力战胜了不可能的困难，仍然对人生充满希望，终于迎

来曙光。

（五）多目标规划与帕累托最优前沿———凡事不可

能完美，总有折中，是自然规律

我们不仅仅可以依赖于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人物和

历史事件对学生进行思政的引导和带领，同时根据课程

学习内容，同样可以引申出对学生正面人生价值观、世

界观的认可与思考。以多目标规划为例，多个目标之间

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如利润最高、成本最低、产量高、

质量好、用工最少等，因此我们只能寻求帕累托最优解，

也就是帕累托最优前沿上的点。而将该模型联系到我们

人生路上的追求，会让学生们明白，所有事情上都要求

完美，在科学上就是不存在的，而人生中能追求到在帕

累托最优前沿上的点，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通过该模

块的设定，引导学生在许多人生的十字路口和决策点

上，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太纠结于执念，在众多约束条件

中，学习找到整体目标的最优解，就是成功的方案。

（六）决策论中的各种决策策略———将我们的所思

所学灵活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决策论中所涉及的模型众多，从层次分析法到决

策树，从效用函数到贝叶斯决策，将不同决策者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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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考虑在内，从而针对现实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进行

分析和决策。在讲授该章节内容时，引导学生理解不同

的决策者有自己不同的风格，但不存在正确错误之分，

只是决策者的主观特性不同，因此通过科学地理解世

界，增加对不同人群的理解和包容性，同时也学会针对

现实生活中的各类决策问题，建模成决策论的模型对

象，利用学习的模型进行分析与决策。通过该模块的设

定，引导学生们理解如何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于生活的

方方面面。

如表 1所示，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学术思维、工程思维和创新思维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爱国情操，宣扬正直善良、理想信念与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机地融合，从而培养真正为民族

昌盛国家富强而努力的创新型人才。

二、丰富多彩的思政模式

在合理设计思政模块融入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我们

采用丰富多彩的融入模式，采用不同的形式在自然的衔

接中将相关内容展示给学生[5]，我们采用以下方式展示

相关的思政模块。

（一）循循善诱的故事

对于运筹学思想在古代中国的运用环节，针对《梦

溪笔谈》，都江堰，田忌赛马等历史事例，我们通过图文

并茂的讲述模式，通过课堂讲述与 PPT中相关图片相结

合的方式，将思政模块与专业内容无缝连接。

表 1 运筹学课程各章节内容思政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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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剪辑的视频

对于运筹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寻找钱学

森、华罗庚的系列纪录片，通过合理的视频剪辑，在课

前导引或者课中休息时间，与学生们边看边讨论，引

导学生们体会这些科学家前辈的爱国热情和严谨的

科研精神，并通过讨论和辩论等模式，激发学生的兴

趣与思考。

（三）结合案例的点评

在多目标规划、决策论模型的讲述中，举例时注意

引入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例如买房决策、

工作决策、找工作目标规划等例子，并注意在模型建立

过程中的引申、拓展，考虑现实中的因素，同时对结果

进行分析，并讨论结果在现实中的意义和决策者的感

受。不仅能更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同时还能真正学会学

以致用。

（四）留有悬念的作业

针对纳什与他所建立的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有些书

本上没有详细阐述的内容，但是对于理解博弈论有显著

的帮助。因此，在课堂中，我们从电影《美丽心灵》中剪辑

出纳什在酒吧中突发灵感的片段，然后请同学们课后完

整地看完整部电影，并调研纳什的理论，在下一节课中

留出 20分钟请同学进行分享与讨论。通过该项留有悬

念的作业，学生们不仅因为纳什坚强的人格从而对他所

提出的相关理论进行有兴趣的调研，同时纳什的坚强毅

力也引起众多同学的共鸣和讨论。

三、开展工科课程思政的心得

作者们通过近两年多的思政模块设计与课堂讲授

模式的探索，总结出以下心得，希望在今后工科课程的

思政建设中能有所帮助。

（一）用心搜集，广泛阅读相关的资料

工科的专业课程思政绝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讲大

道理，而是应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相关的思政模块，对

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引领。此工作需要授课教师

大量调研，广泛阅读大量的资料，平时用心的搜集。只有

对课程内容和对相关领域的历史、发展、重要贡献者等

非常熟悉，才能设计出生动、与专业内容无缝相融合的

思政模块。

（二）广泛交流，多多听取学生的反馈

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应该多多听取学生的意见和

反馈，实时动态地调整课程设计与授课策略。例如，与学

生交流他们是否有收获，是否觉得有抵触或者反感，思

政内容设置的比例是否合适，时间设定是否科学等，从

而使得模块设计、授课模式最科学，从而达到最好的思

政效果。

（三）贴近生活，避免严肃生硬的说教

我们应将所有的案例模块都联系生活、贴近生活，

避免空洞抽象的说教，也避免为了思政而思政。既能修

身养性又可以增长智慧，既能为人生奠基又可以助之出

彩。因此我们在设计思政模块一定要避免生搬硬套，要

针对课程内容、专业问题，专门地设计思政环节和思政

内容，并根据实际精心设计，既重教化又讲逻辑，进一步

贴近学生生活，走进学生心灵。

（四）贯通古今，分析历史发展脉络

我们要注重现实和历史相结合，我们要教育学生从

纵向历史与横向现实的维度出发，通过认识世界与中国

发展的大势比较、中国特色与国际的比较、历史使命与

时代责任的比较。在运筹学发展脉络教学中，通过纵向

对比和横向分析，让学生正视历史，认清现实，树立远大

图 1 专业课与思政目标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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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理想，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

四、结束语

通过深挖运筹学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吃透专业模

块，精心设计思政的内容和形式，完成专业模块与思政

内容有机深入融合，“润物无声”地进行价值引领和思政

教育。同时“课程思政”让运筹学课程更有人情味，更贴

近生活，也让学生更有收获。不仅加强了学生的思政教

育，也反过来增加了课程的人文魅力。一学期的课程思

政教学，达到了良好的“立德树人”效果，在毕业学生的

课程满意度调查中，还有学生对于课程中的思政内容记

忆犹新，“运筹学课上讲述钱学森历尽艰辛都要回到祖

国，并且一心想着将知识和科技带回祖国，对我触动很

大。”“运筹学课上讲到的都江堰的系统工程理念太神奇

了，我暑假特意去了趟成都都江堰，实地实景让我更加

体会老师所说的系统和优化的思想。”“当我极度郁闷的

时候，我想起老师谈论的纳什，我把老师推荐的《美丽心

灵》又看了一遍，感觉心境豁然开朗。”学生们的评价和

收获也激发了我们继续探索的热情和动力，真正做到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

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吸收”。我们要做润物

细无声的课程思政、做温暖的课程思政、做能塑造学生

对科学、对技术有正确认识的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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