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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背景下运筹学课程改革初探

季海波

（宿迁学院文理学院 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 运筹学是高校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在交通运输、经济、管理、计算机、控制、可靠性等方面都有

广泛应用。教育部明确提出“全面推进高等学校所有学科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增强人才培养的效果。文章基

于课程思政背景，在运筹学课程教学现状下，提出将唯物辩证法有机融入课程知识点中，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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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Reform of Operations Research

Based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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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tions research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management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widely

used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y, management, computer, control, reliability and so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learly proposed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ll disciplin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alent training.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and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operation research cours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to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course,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lassroom

teaching, cultivate students' team spirit, and enabl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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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简称 OR）是现代管理科

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主要研究军事、经济等活动的

优化、决策、管理等方面的一门学科。“运筹”取自于《史记

高祖本记》中刘邦对张良的评价：“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

胜于千里之外。”其含义是运用筹划、出谋献策等，比较确

切地反映了 OR 的内涵。运筹学是物流管理、交通工程、工

程管理、工商管理等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数学与应

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运筹学主要包

含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目标规划、动态规划、

图与网络分析、存储论、排队论、决策论和博弈论等内容。

运筹学起源于军事，在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应用广泛，

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交通运输、经济、管理、计算机、控

制等多学科融合发展。

2019 年 9 月，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深化本科教育改

革，严把课程教学质量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把思想

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

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国高等

学校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专业的课程思政建设，围绕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通过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

化素养、道德修养等方面来优化课程思政的内容，全面增

强立德树人的效果。这就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要育人还要育德。故高校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需要深

度挖掘“运筹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科学的治学态度。目前，运筹学课程思政的研

究还在初级阶段，主要从运筹学的发展历史、运筹学大师

的生平、应用案例等方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本文主要针

对宿迁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运筹学课程的课堂教学，

通过在理论教学、课程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从而培

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 运筹学课程教学现状

本文以宿迁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为例，本专业每

● 课程教学



992022 年 / 第 16 期 / 6 月

个年级有 90 人左右，运筹学课程安排在大二下学期授课，

选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胡运权主编的《运

筹学基础及应用（第七版）》。本课程主要讲授线性规划、

运输问题、整数规划、计划评审方法和关键路线法、动态规

划、存储论、排队论、决策分析和博弈论（对策论），共计 48

课时，着重介绍线性规划和整数规划，其他部分以介绍思

想方法和典型案例为主。

运筹学与其他数学课程不同，它是一门应用性课程，

通常按照“案例—模型—算法”的过程讲授知识，在授课的

过程中也会结合翻转课堂、讨论教学、线上线下混合等教

学方法，但是本专业学生的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学习态度

不够端正，再加上数学课程比较枯燥乏味，很难提升学生

的学习欲望，学习效果一般。

2 运筹学课程思政的改革路径

运筹学课程是以“优化+决策”为研究对象的应用性课

程，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学到优化的理论算法，通过算法

解决实际问题，为学习后续课程奠定基础，这是培养学生

敢于担当、永攀高峰、团队合作精神的必要条件。教师要

深入挖掘运筹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润物细无声中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立德树人的效果。

2.1 讲述数学家的轶事，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为了在运筹学课程中实现课程思政，教师可以通过介

绍运筹学领域数学家的生平轶事来感染学生，让学生达到

共鸣，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运筹学的各分支中具

有代表性的数学家有“线性规划之父”丹捷格（G.B.Danti-

zig）、博弈论大师冯 诺依曼（Von Neumann）、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约翰 福布斯 纳什（John Forbes Nash）等。例

如，在讲授博弈论的知识时，介绍纳什充满悲剧和传奇色

彩的一生。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

了纳什均衡，从根本上改变了博弈论的现状，对冯 诺依

曼提出的有限二人零和对策有了重大突破。其实纳什在

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在椭圆方程正则化估计等方面也

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但是由于他长期与精神分裂症作斗争，

错过了菲尔兹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1994 年凭借其在

博弈论中的贡献，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5 年凭借

其对微分几何、微分方程的贡献获得阿贝尔数学奖，悲惨

的是在领奖归来的路上不幸因车祸去世。纳什具有传奇

色彩的一生被拍成了电影《美丽心灵》，该电影还获得了奥

斯卡金像奖。教师组织学生观看《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使

学生对数学家纳什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借助数学家的经历

鼓励学生，“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生总是

要经历挫折，只有持之以恒，坚持道路自信，方能成就辉煌。

西方国家的数学家对运筹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

的学者吴文俊先生也作出了卓越贡献。吴文俊先生和他

的学生合作在博弈论中开创了纳什均衡精炼的先河，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梯若尔也对吴先生的结果进行

推广。这也说明了中国学者对运筹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从而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2.2 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培养学生的科学发展观

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符合“对反、重复、超越”的原则，

这是辩证法的思想。而费尔巴哈则认为“唯物质才是真

实”，这是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与费尔巴

哈思想的结合创造了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它反映了宇宙、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深刻、基础

的本质和规律，是辩证法的高级思想形态，对教育改革有

着重大指导意义。我们可以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融入数

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在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利用辩证法的思想。下面将围绕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三个重要观点来阐述在运筹学教学过程中怎样融入

辩证法思想。这三个观点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联系的普

遍性和对立统一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既是认识的基础与源泉，又是

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数学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又指导

于实践。例如，在讲授图与网络分析这部分内容时，由哥

尼斯堡七桥问题引入图论的起源，讲述伟大的数学家欧拉

如何把实际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在生活中遇到的

医院排队挂号、银行的排队叫号等服务系统，由于不同人

群的需求，产生了排队论中不同的排队服务规则：损失制

与等待制。相反地，排队论也可以指导实践，以提高服务

效率。教师通过实际问题的转化过程，让学生明白数学中

很多的理论知识都源于实践，又可以应用于实践，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中，事物

本身就有联系，这种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

观存在的。该观点在各种数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也得到

了充分体现。运筹学本身知识点之间相互联系，如线性整

数规划与线性规划、运输问题与线性规划之间都是紧密联

系的。运筹学有广阔的应用领域，渗透到了服务、搜索、人

口、对抗、控制、能源、设计、生产、可靠性等各个方面，特别

是系统工程学和现代管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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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科学的发展观，消除学生的“数学无用论”思想。

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还阐述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整

体统领部分，但是部分也离开不了整体而且部分的变化会

对整体产生影响。例如，动态规划就是一种研究多阶段决

策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其本质就是将一个整体分成若干相

互联系的部分进行决策，这些部分都是以整体为导向，而

每个部分的决策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决策序列，最终决定整

体的最优策略。教师要求学生树立全局观念，也要重视部

分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着的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事物的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对立统一关系在运筹学

课程知识中处处存在，如线性规划问题中的原问题与对偶

问题、标准型与一般模型、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与不完全

信息下的博弈等。线性规划的原问题与对偶问题可以通

过约束条件与对偶变量的对应关系互相转化，两者之间的

最优解通过互补松弛性也可以互相转化；一般模型通过标

准型的四大特征进行相应转化，而标准型只是一般模型中

的形式之一。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既有所区别，也是相互

统一的。

3 运筹学课程思政的课堂实现

只有将新的教学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才能够让学

生真正受益。所以笔者在新建的教学大纲中将思政元素

融入每一个知识点中，并且给出具体的教学方法。这样让

学生在运筹学的课堂上既能够学到理论知识，又能接受思

想政治教育。首先，课程的第一课至关重要，在运筹学的

第一次课中，教师结合运筹学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了解“数

学之美”。数学并不枯燥、乏味，它可以使世界更加美好。

课程中引入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实际问题，如谷歌研发的

“AlphaGo 围棋”、以星际争霸为主要场景的“AlphaStar 系

统”等，让学生了解运筹学与智能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要

强调运筹学在智能时代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在运筹学的

授课过程中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教学，还要做到“四会”。一

会讲故事，教师可以把运筹学大师的生平事迹当作故事来

讲，激发学生的兴趣。二会讲算法，教师在讲解算法时除

了关注算法的步骤、计算过程之外，还要总结其适用范围，

通过算法计算出结果后，还会总结判断结果正确性的验证

方法。三会讲应用，讲应用案例时要详细分析建模思路，

求解方法及最优方案的选择。四会讲实践，课程教学中除

了理论知识及算法的传授，还要通过 LINGO 软件的应用

介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最后，在做期中考核时抛弃

传统的考试方式，让学生随机分组（三人为一组），运用运

筹学的知识及LINGO软件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精神。

4 结语

这样通过对教育部“纲要”的解读与运筹学课程教学

的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数学家的生平轶事培养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将唯物主义辩证

法与运筹学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的辩证思

维能力。在期中考核中分组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了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课程思政建设

是一个长期、综合、系统的发展过程，任务艰巨，还需要在

实践中进一步的探索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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