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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协调发展，同向同行。由于专业课程各具特色，因此课程思

政没有统一的教学模式，需要具体课程具体探索。本文初步研究了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数学模型课程的

教学过程。指出经典数学模型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教师需要精心提炼出这些元素，引导学生自

行领悟，辅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以Shapley值为例，详细说明在数学模型课程中进行思政教育

的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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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need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courses. Because specialized cours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re is no unified teaching mod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ppropriate teaching modes need to be explored in specialized courses. This pap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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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ily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ma-
thematical model cours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classical mathematical models imply abundant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at teachers should carefully extract these elements,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by themselves, and assist students to form correct values. Taking Shapley 
Value as an example,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athemati-
cal model course are illustrat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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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贯彻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精神，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实施纲要》，要求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课程

思政由课程和思政两个概念组合而成。课程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内容及其开展实施的进程。

思政即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

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1]。因此，课

程思政就是指在各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教学进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

意识和道德品质施加积极的影响。 
课程思政为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当前的高等教育注重知识和

技能。然而，管理学研究发现，知识和技能并不是决定未来工作是否成功的全部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博

亚特兹提出洋葱模型，认为成功的核心要素包含知识、技能、态度、自我形象、价值观、个性和动机，

并且七个核心要素的结构如图 1 所示，类似于洋葱的结构[2]。其中，知识、技能等显性要素的重要性较

低，但容易得到提高；而动机、价值观等隐性要素的重要性较高，但不易改善。这个模型表明，高等教

育必然从注重表象的知识和技能转向注重内在的价值观。而课程思政瞄准的就是引领学生的价值观，因

此，这场教学改革必将推动和加速高等教育的这一转变过程。 
青年承担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使命。青年的价值观与国家、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所以，

青年的价值观至关重要。大学是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因此，思政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

之一。然而，研究表明，价值观不是教出来的，它的获得需要将价值引领巧妙地融合在课堂教学中，让

学生自己去领悟。可见，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课程思政与原有的思政课程

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才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将学生培养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 
目前，许多学者从事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3] [4] [5]。程光泉提出“要正确区分哲学社会

科学课程中不同学科的性质，不能认为所有社会科学课程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6]。沈壮海提出“要积

极探索各门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程实现育人功能的途径和艺术”[7]。学者们的一个共识是，不同课程有不

同的背景与特色，思政元素的融入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即课程思政不存在统一的模式。许多教师已经

在具体课程中对如何融入思政元素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8] [9] [10]。本文将探讨在数学模型这门

课程中如何推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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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nion model 
图 1. 洋葱模型 

2. 数学模型与课程思政 

数学与哲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同时也是数学家；著名数学家毕达

哥拉斯将数的概念提升到哲学范畴，提出了“万物皆数”的著名哲学命题；大哲学家柏拉图相信数存在于

一个特殊的理念世界，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数学哲学观点“柏拉图主义”。每一个重要数学概念都对应

着深邃的哲学思想与优秀的价值观。例如，在数系扩张与不断完备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正与负、整与分、

有理与无理、实与虚等，正是矛盾对立统一等辩证法的最好说明。 
优秀的价值观不仅蕴含在数学概念之中，而且也蕴藏于经典数学模型之中。例如，英国数学家约翰·何

顿·康威提出的生命游戏，用简单的数学与计算规则，引发学者研究和探索复杂生命现象的背后规律。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构造的隔离模型，揭示出种族隔离可能跟种族歧视毫无关系，颠覆了人们对

于种族隔离现象的理解。英国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剧”模型，给出了环境破坏和资源

过度开采的主要原因，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有效措施。因此，在数学模型的授课过程中，需要精心地将优

秀的价值观发掘出来，辅以适当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行理解，然后同其它知识和专业技能一道建构

起自身的价值体系。具体可以分为下面四个步骤：第一步，挑选经典数学模型；第二步，深入挖掘经典

数学模型内部蕴含的思政元素；第三步，采用恰当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引导学生自己领悟数学模型背后

的正面价值观；第四步，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下面，以姜启源等编写的教材《数学模型》第五版中

的“效益的合理分配”为例，说明在实际教学中如何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12]。 

3. 课程思政与教学实践 

3.1. 挑选经典数学模型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多个实体，例如个人、公司、社团、国家等，相互合作形成联盟，通常能够得到

比单独行动时更大的利益。而促成合作的前提就是，合作各方能够在联盟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即合理分

配效益。对于合理分配效益问题，可以用合作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合作博弈模型有很多种解，例如协商

解、均衡解、最小距离解、满意解、Raiffa 解等。这里选择 Shapley 值，它背后的价值观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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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挖掘经典数学模型背后的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公正即公平和正义。因此，公平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公平概念比较抽象，其准确内涵难于把握。可以借助于数学方法，利用数学语言

的准确性帮助理解。1953 年，Shapley 从人们对公平的共识中挑选出三点设为公理，基于这三个公理，

推导出唯一符合公平原则的分配方案[13]。因此，可以认为这三个公理就是公平的准确内涵。下面简单介

绍一下 Shapley 的研究[14]。 
首先给出合作博弈模型。记 { }1,2, ,I n= � 为𝑛𝑛人集合。若对于𝐼𝐼的任一子集 s I⊆ 都对应着一个实数函

数 ( )v s ，且满足下列条件：1) ( ) 0v φ = ；2) 对于任意两个子集 1 2,s s I⊆ 且 1 2s s = ∅∩ ，都有 
( ) ( )1 2 1 2( )v s s v s v s≥ +∪ ，则称 [ ],I v 为合作博弈，v 为博弈的特征函数。在实际问题中，s 是联盟， ( )v s 是

联盟𝑠𝑠的获利，而条件 2)表明全员合作总比单干或者小团体合作有利。合作博弈就是要确定每个人的获利

( )i vϕ ，而对全体成员来讲就是分配方案 ( ) ( ) ( ) ( )( )1 2, , , nv v v vϕ ϕ ϕ ϕ= � 。显然，若要达成全员合作，分

配方案需要满足 ( ) ( )ii s v v sϕ
∈

≥∑ ，当 s I= 时等号成立。合作博弈的限制较少，可以找到多个解。Shapley
希望从众多解中找出最公平的解。他从人们对公平的共识中挑选出三点设为公理，要求合作博弈满足这

些公理。通过证明发现在这些公理的限制下合作博弈只余下唯一一个解，即 Shapley 值 
( ) ( ) ( ) ( )( )\

ii s Sv w s v s v s iϕ
∈

= −∑ 。其中 iS 是 I 中包含成员 i 的所有子集构成的集合， s 表示联盟 s 中元

素的个数， ( )w s 是加权因子，其表达式为 ( ) ( ) ( )1 ! ! !w s s n s n= − − ， ( ) ( )\v s v s i− 是成员 i 对联盟 s
的边际贡献。三个公理如下： 

公理 1 (对称性)若两个成员 i 和 j 对各个联盟的边际贡献总是相等，则有 ( ) ( )i jv vϕ ϕ= 。直观地说就

是同工同酬。 
公理 2 (有效性)合作各方获利总和等于合作获利，即利益属于工作者： ( ) ( )ii I v v Iϕ

∈
=∑ 。 

公理 3 (可加性)若有两个合作博弈 [ ]1,I v 和 [ ]2,I v ，则 ( ) ( ) ( )1 2 1 2i i iv v v vϕ ϕ ϕ+ = + 对于所有 i 均成立。

这意味着多种合作存在时，每种合作的利益分配与其他合作结果无关，即多劳多得。 
三个公理的直观解释分别是同工同酬，利益属于工作者，多劳多得。这三点共同构成了公平完整、

准确的内涵。 

3.3. 课堂上逐步引导学生理解公平的内涵 

首先给出经典的三人经商分配问题：甲乙丙三人合作经商。若每人单干各获利 2 万元，若甲乙合作

总共获利 14 万元，甲丙合作总共获利 10 万元，乙丙合作总共获利 8 万元，三人合作总共获利 20 万元，

问三人合作时如何分配利益？介绍并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甲乙丙三人记为 { }1, 2,3I = ，经商获利定义为𝐼𝐼上
的特征函数，即 ( ) 0v φ = ， ( ) ( ) ( )1 2 3 2v v v= = = ， ( )1,2 14v = ， ( )1,3 10v = ， ( )2,3 8v = ， ( ) 20v I = 。这

个合作博弈有无穷多个解，例如 ( ) ( ) ( )( ) ( )1 2 3, , 8,6,6v v vϕ ϕ ϕ = ， ( )12,4,4 ， ( )6,10,4 等。在这些解中，哪

一个是最合理的解呢？引导学生通过讨论得出结论，最合理的解应该是公平的分配方案。之后组织学生

讨论公平的含义。然后给出 Shapley 的三个公理和唯一解 Shapley 值的公式，引导学生理解隐含在三个公

理背后的公平含义。最后，使用 Shapley 值的公式求解三人经商分配问题。为计算甲的获利 ( )1 vϕ ，先找

出 I 中包含1的所有子集，得到集合 { } { } { }{ }1 1 , 1, 2 , 1,3 ,S I= ，再令 s 遍历 1S ，将计算结果记入表 1。将表

1 末行相加得 ( )1 8vϕ = 。同法可得 ( )2 7vϕ = ， ( )3 5vϕ = 。这些就是 Shapley 值给出的甲乙丙三人应得的

利益。直觉上，和甲合作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和乙合作获得的利益次之，和丙合作获得的利益最小，

因此可以推知甲在他所参与的合作中贡献最大，乙次之，丙贡献最小。Shapley 值给出的分配方案与直觉

一致。鼓励学生将数学结果与直觉对照，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公平含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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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lculation of the payoff φ1(v) of Party A in the three-person business cooperation 
表 1. 三人经商中甲的利益 φ1(v)的计算 

s {1} {1,2} {1,3} 𝐼𝐼 

( )v s  2 14 10 20 

( )\1v s  0 2 2 8 

( ) ( )\1v s v s−  2 12 8 12 

s  1 2 2 3 

( )w s  1/3 1/6 1/6 1/3 

( ) ( ) ( )\1w s v s v s−    2/3 2 4/3 4 

3.4.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对价值引领的效果评价一直都是教育学界的难题。单一的评价方法无法全面的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效

果。因此，需要使用多种评价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第一种评价方法是将思政元素融入作业或试题，

通过回答直接了解学生对思政元素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第二种评价方法是同行评价。邀请课程组的其他

教师考查思政元素和教学方法。如果正确地提取了思政元素，并且采用了恰当的教学方法，则间接说明

课程思政会产生效果。第三种评价方法是学生评教。如果学生喜欢这门课，则可以推知学生会接受课程

中融入的思政元素。三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的课程考核显示学生很好地理解了融入在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同行和督导认可思政元

素和教学方法；78 名学生参加了对课程的评价，其中有效评价人数 70 名，总评分为 90.35，详细评价结

果见表 2；这些或直接地或间接地说明学生接受了思政元素对于价值观的正面引导。 
 
Table 2. Student evaluation results 
表 2. 学生评价结果 

评价指标 单项均值 满意度 权重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教师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按时上课、下课 93.50 93.500 0.1 64 5 1  

教师讲课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概念准确 91.36 91.357 0.2 53 17   

教学内容充实，重点突出，能理论联系实际 90.93 90.929 0.2 51 19   

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90.50 90.500 0.2 50 19 1  

教师有良好的课堂组织能力，注重交流沟通，合理布置作业，批改认真 89.64 89.643 0.2 46 23 1  

该教学有效促进了我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和知识的掌握 85.14 85.143 0.1 26 42 2  

4. 结论 

深化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将是高校教师今后长期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每一门专业课程都需要积

极探索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方式方法。本文初步研究了思政元素与数学模型课程的融

合方法，并以 Shapley 值为例，展示了在数学模型课程中如何巧妙地引入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引导学

生的价值观。相信未来课程思政必将与思政课程有机结合，共同发力，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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