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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是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教育理念和实践热点。

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于，广泛调动教师参与课程思政的积极性，培养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本

文对运筹学课程的育人资源进行了挖掘与实践，探索如何把育人元素有效的融入教学过程，将专业知识

与课程思政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运筹学“润物无声”的育人功效，培养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有志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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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and curri-
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nnovative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al hotspot for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lies in widely mobilizing the enthu-
siasm of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ultivating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teachers to educate people. In this paper, the education resources of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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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in operations research course are mined and practiced, and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nurturing elements into teaching process is explored. It is necessary to closely combine profes-
sional knowledge with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ilent” nurturing 
effect of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o cultivate socialist ambitious youth with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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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必然选择。习近

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特别是，教育部在 2020 年 6 月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

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教师“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

道”的作用，实现每门课程的育人功能，以全面提高人才质量。课程思政是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各类课程教学体系，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教育理念[2]。 
近年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建设成为当今

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3] [4] [5] [6] [7]。单纯依靠高校的思政课程发挥育人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其它课程

也同样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目前高校的各类课程之间的融合度不够，专业课教师只注重

知识内容的理论讲授，认为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师无关，思想政治教育应该通过思政课程传授。即使

有些教师有意识地在课程中渗透思政元素，但存在生搬硬套、形式牵强地加入思政内容等问题，出现思

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两张皮”的现象。 
运筹学是一门以数学为主要研究工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数学类课程，在物流、仓储、供应链、商

业活动中动态定价，金融工程下的组合优化、交通领域的路径规划，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均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运筹学课程是数学、经管、工商、物流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受众面广，知识应用性

强，课程内容包含历史、人文、心理、决策、价值理念、精神追求等思政元素，同时也蕴含着顾全大局、

统筹兼顾、协同合作、化繁为简、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思想，因而开展运筹学的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探

索课程的思政元素，深度挖掘运筹学课程的思政育人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2. 课程思政实施对教师的要求 

2.1. 提升专业任课教师的思政素养和育人能力 

运筹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取决于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与教师的德育意识和

思政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更高的教学能力和水平，既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良好

的思政素养，又能善于挖掘课程本身隐含的育人资源，这无疑增加了专业教师的教学难度。任课教师可

以通过网络媒体、定期集中学习和讨论等形式了解国家的时事政治和重要会议精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

水平，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从而将所学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灵活合理地应用于实际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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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外，也可以利用名师教学观摩，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等多种方式，提升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导深度融合的能力。 

2.2. 建立课程思政目标，优化教学设计，建设思政案例库 

从爱国情怀、文化自信、意志品质、社会责任、法律意识等多个层面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目标，改

进和完善现有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深入挖掘、提炼各知识点的思政素材，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

提下，通过选取专业、行业和社会等热点问题，重新梳理和组织各知识点的教学设计，建设课程思政案

例库，将思政教育自然的融入课程的专业内容，起到润物无声的价值塑造和精神引领作用，达到“盐溶

于水”的育人效果。 

2.3. 教师应以自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学高人师，身正为范”。课程思政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思想

政治教育也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中，这就要求教师不仅通过自己的语言去传授知识，也要以

自己良好的行为规范做学生的行动典范，用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初心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思

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 

3. 运筹学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践 

运筹学分支众多，内容繁杂，用到较多的数学知识，与多学科交叉融合。课程中的概念和算法比较

晦涩难懂，教学课时有限，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缺乏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

力。因此，需要教师熟悉运筹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及应用背景，对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探索和实践，在

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引领，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3.1. 用我国的运筹学成就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虽然运筹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我国古代就出现运筹学思想的萌芽和早期运用。司马迁

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提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北宋时期沈括在《梦溪笔谈》

中提到丁渭巧修皇宫；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这些古籍古迹蕴含的运筹思想要比西方国家早一

千多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钱学森、许国志等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外国优厚的待遇将运筹学从国外引进

国内，结合当时的国情加以推广应用。在此期间，以华罗庚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数学家积极投身到运筹学

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朴素运筹思想以及我国顶级科学家对运筹学科的贡献，向学生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著名科学家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牢记历史使命，

肩负时代担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2. 用目标规划主次目标的思想，引导学生明白生活中没有绝对意义下的最优，只有相对意义

下的满意 

目标规划是对多个目标进行决策分析的数学规划方法，是在含有单目标的线性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在企业生产、投资计划、环境污染、社会效益等领域应用广泛。目标规划的思想是在多个目标或

约束条件下找到尽量好的满意解，通过优先因子和权重系数统筹兼顾多目标的要求，予以轻重缓急之分。 
在讲目标规划模型时，利用目标规划的思想让学生明白，人生路上的追求就如同多目标组成的规划

问题，各个目标都得到最优解是不可能的，应分为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加以不同区别对待。人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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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生活没有万事如意，平衡处理好不同的目标取得整体最优，就是最好的方案。 

3.3. 用对偶理论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介绍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时，用线性规划问题和其对偶问题表述同一问题，利用数学方法证明了

它们具有相同的最优值，二者具有辩证统一性，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视角。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

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遵循一定的运动规律前进，构成了一个普遍联系和不断发

展的矛盾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面，学会运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拓展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这些专业知识蕴含的哲学思想对

学生未来的工作生活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3.4. 用图解法的约束思想，强化学生遵规守纪意识，提高学生明辨是非能力 

图解法的思想是在可行域中寻找线性规划目标函数的最大值，这里的可行域是满足每个约束条件且

变量非负的区域。图解法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在直角坐标系下根据约束条件确定可行域。实现任何目标

都离不开约束，任何人离不开约束。目标具有约束力，为了实现目标，任何人都必须接受目标的约束。 
古人云：“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制社会，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要加强学习法律法规，不断增强自身法律意识，特别是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的形势，严格遵守学校的校规校纪，积极配合疫情防控要求，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3.5. 将数学建模的思想融入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用意识 

在运筹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基本概念、模型算法和解题方法的讲授，忽视建模思想的

融入过程，学生普遍反应课程枯燥乏味，产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现象。为培

养学生的创新性应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006 年李大潜院士提出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数学类主

干课程[8]。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经常用到运筹学的各种模型，它们应用在数学建模竞赛中的频率也很高。

由于运筹学课程与数学建模联系紧密，将数学建模思想融入运筹学教学，在教学内容中适当引入一些热

门实际问题的案例，兼顾建模与优化算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但能让学生深刻理解运

筹学的枯燥理论和方法，也能让学生体会运筹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

应用能力，符合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 

3.6. 运筹学中处处蕴含思政元素，勤于提炼，做到立德树人两手抓 

在学习单纯形算法时，利用图解法求两个变量的线性规划问题得到最优解的结论，探究任意多个变

量的线性规划问题解的特征，获得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启发学生，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

从低维到高维是解决复杂问题方法的重要途径。 
在学习邮递员问题时，讲述管梅谷先生跟随邮递员深入实地考察，亲身体验行走路线，让学生学习

科学家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讲授博弈论时，通过介绍博弈论大师纳什一生的传奇经历，启发学生，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不要轻言放弃，只有坚定信念，积极思考，必将走出困境，迎来彩虹。 
运筹学的课程内容处处包含课程思政的教育内容，要求教师追溯各个知识体系的初心，精心研究教

学内容设计思政案例，做到专业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完全结合，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统一。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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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阐述了运筹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及课程思政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以运筹学的教学内容为载体，

紧密结合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挖掘提炼育人素材，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贯穿教学全过

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以期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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