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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不仅是对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直接回应，而且也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党中央加强对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高校教师

在不断探索如何将思政教育落实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本文先介绍《运筹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然后

以线性规划的图解法为例，介绍如何将《运筹学》的知识点线性规划的图解法与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相结

合，从而发挥专业课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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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not only a direct respons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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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ed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
gence, physique, aesthetics and labor. In recent year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college teachers are constantly exploring how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ideas of the course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n takes the 
graphic method of linear programming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how to combine the graphic 
method of linear programming of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with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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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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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课

程思政”的科学概括和集中阐发。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思政”这一主题自然地融入到实际教

学中，将其贯穿于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师的精神风貌等诸多课堂因素中，“课程思

政”的目标通过这些课堂因素得以体现和落实[2]。 

2. 《运筹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运筹学作为科学名词首次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3]，主要运用在二战期间英美盟军应对德国空袭

进行雷达预警，为战略指挥部提供科学依据。运筹学的目的在于针对专门的问题，广泛利用现有的科学

技术和数学方法，求得一个合理运用资源的最佳方案，为决策者选择最终达到的最优目标提供定量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筹学的应用逐步从军用转向民用，并已成为实现现代管理科学的有力工具，在生

产管理、工程技术、科学试验、财政经济以及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4] [5]。 

具体到运筹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可总结为三个切入点： 

1) 从运筹学各个分支诞生过程中运筹学家的故事着眼：从运筹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运筹学可谓渊源

流程。从古代齐王赛马之博弈智慧，到动态规划之最短路径搜索方法的探索，再到排队论，存储轮中的

优化目标选定和约束条件限定。都是生活中实际问题中凝练出来的科学有效的模型和算法等等运筹学家

运用很多数学知识，探讨不同分支领域得求解方法过程中隐含很多得智慧，如何在运筹学教学中，传授

运筹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用为人教育学生，从而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培养与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尤为重要。比如，博弈论讲解中博弈论大师纳什得故事，启发学生相信

自己，战胜挫折。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勇敢面对。再有图论中欧拉的敢于提出质疑，敢于打破思想

的禁锢得故事。启发学生爱学习，爱思考，不惧畏权威，从细微的事情中发掘道理、发现问题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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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运筹学》各章节具体内容着眼：《运筹学》分为十个章节，不同的章节对应不同的运筹思想， 
每个章节自成体系，隐含有不同的思政元素。例如，在线性规划作图方法讲解中，作图法有三大步骤， 每
一步骤在结合数学思维的过程中，首先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共性也就是本质才能升华和收获的

基本思想。再有图解法中等值线的动，移动的过程就是加热增加内能的过程(也是目标函数增大的过程)，
需要不断的增加内能(目标函数值)，移动下去，才能实现最优，达到质变的目标；图论这一章节最短路问

题逆推算法讲解过程中，启发学生立长志，早立志的人生哲理等等。 
3) 从实践中运用运筹知识自我优化管理方面着眼：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要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帮助学生真正吸收、运用相关知识。结合《运筹学》课程内容，给学生布置五次个人作业。例如，围

绕制定“最优时间”这一主题，要求学生结合时间管理方法制定一份一周课余时间安排计划，详细到小

时，之后反思自己的时间用到了哪里，从而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最优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再如，要求同学

们写感恩日记、写情绪日记、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等，这些课后个人作业把课

堂中的理论知识与生活中的实践结合到一起，也用事实教会了学生很多生活中的小道理，让学生 在平时

实践中学会逆向思维策略，从长远着眼，立足当下，从而为同学们“立德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运筹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线性规划图解法为例 

接下来我们以《运筹学》线性规划图解法这一教学内容为例，详细说明如何从教学内容切入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 

3.1. 线性规划图解法知识点 

线性规划是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都是线性函数的一类优化问题，那么线性规划问题有没有解？如果

有，怎么去找呢？需要注意的是，问题中的约束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约束，寻求最优解就变得毫

无意义。对于只有两个变量的线性规划问题，用几何图形，也就是图解法来求最优解方便简单。图解法

就是是利用解析式与平面区域的对应关系来进行求解的方法。图解法不仅能够求得最优解，而且还能得

到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这些普遍性的结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具有任意个变量的线性规划问题的规律性，

具有直观意义。图解法简单直观，有利于了解线性规划问题求解的基本原理。现举例说明图解法的基本

步骤。 

例：用图解法求下列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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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 在以 x1，x2为坐标轴的直角坐标系中国，非负条件 1 0x ≥ ， 2 0x ≥ 是指第一象限。将两个约束

条件画图展示出来，每个约束条件都表示一个半平面(如 1 2 6x x+ ≤ 表示落在直线 1 2 6x x+ = 上和这条直线

左下方半平面内的所有点)，这两个半平面与 1 0x ≥ ， 2 0x ≥ 的公共部分，由本例的所有约束条件为半平

面交称的区域如图 1 阴影部分。阴影区域中的每一个点(包括边界点)都是这个线性规划问题的解，就是该

问题的可行域。 
(2) 再分析目标函数 1 23z x x= + ，在这坐标平面上，它可表示以 z 为参数，−1/3 为斜率的一族平行线：

( )2 11 3 3x x z= − + ，位于同一直线上的点，具有相同的目标函数值，因而称它为“等值线”。当 z 值由

小变大时直线 ( )2 11 3 3x x z= − + 沿其法线方向向右上方移动。我们划直线 1 23 0x x+ = 的等值线，斜率为

−1/3，也就是 z = 0 的等值线，求∇Z，即确定∇Z 为目标函数增大的方向。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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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easible region 
图 1. 可行域 

 

 
Figure 2. The increase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图 2. 目标函数增大 

 
(3) 沿方向∇Z，平行移动直线 1 23z x x= + ，见图 3 的虚线，当沿∇Z 的方向移动到与可行域的顶点 P

相交的时候，目标函数值 Z 达到最大。最优解即为(4/3，14/3)，最优值为 z = 46/3。 
 

 
Figure 3.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图 3. 目标函数最优解 

 

(4) 归纳线性规划图解法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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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根据约束条件在二维欧氏平面上画出可行域，该可行域是由满足约束条件的点所组成的集

合。 

步骤二，根据目标函数确定目标函数值的等值线，以及目标函数增长的方向。 

步骤三，沿目标函数增长方向移动目标函数的等值线，直到和可行域某一顶点相交并达到最大值，

该交点即为最优解。 

3.2. 线性规划图解法的数学思想 

通过知识的讲解和升华，提炼出线性规划图解法的数学思想： 
1. 数学形结合的思想 
数是形的数，形是数的形。线性规划的求解方法针对两个变量的情况，图解法的引入和讲解是采用

数形结合的方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化抽象为形象；化冰冷为激情，变枯燥为有趣。 
2. 化零为整的思想  
求解线性规划问题是在可行域中求最优，而可行域中有无穷多个点，要把无穷多个点对应的目标值

都求出来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再进行比较了。图解法求解步骤二中，根据目标函数确定目标函数值的

等值线，是利用等值线将杂乱无章的无穷多个点的函数值的比较问题，变成了无穷多『等值线的比较问

题，起到了化零为整、化无序为有序的作用，使得比较成为可能。 
3. 化静为动的思想 
等值线有无穷多条，静态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图解法步骤三中沿目标函数增长方向移动目标函数

的等值线，采取“动”的方法，找到静态等值线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运动过程中“值”的变化过程。 

3.3. 课程思政 

以线性规划图解法的知识点和思想为基础，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线性规划经典算法，探究其蕴含的丰

富的思政元素，归纳如下： 

1) 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规则。 

图解法步骤一，根据约束条件在二维欧氏平面上画出可行域，该可行域是由满足约束条件的点所组

成的集合。就是先确定可行域，在可行域下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如果没有可行域域，再好的目标也是

无法实现，有可行域但可行域无界，也是达不到最优的，给你无数个可行的方案，你能选着出最优吗？

方案太多，等于没有。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为了每个人都各安其所，就要有

各种行为准则来约束我们的行为。张居正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

而难于言之必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应该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向他人释放正能量。 

2) 量的积累引起质变。 

图解法步骤三，沿目标函数增长方向移动目标函数的等值线，直到和可行域某一顶点相交并达到最

大值，该交点即为最优解。这个知识点隐含着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规律。量变会促使事物的发展，但是这

需要量的积累，积累的多了，就会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进步，积沙成丘，做任何事，都不像我们

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无法下定决心去克服

它。困难是最好的挑战。只有在有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能不断进步，不断进步之后，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你不必等待有人告诉你，你成功了。只要你每天不断进步和突破，你每天都是一个成功的人。如果

你每天都能取得进步，你计算过三年后会有多少进步吗？有时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你每天都有一点进步，

坚持不懈，总有一天你会惊讶地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有能力承担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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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不知不觉中，你的业绩已经在同事中脱颖而出，你的业绩在公司考核中也已遥遥领先。相信“积

沙成丘”的真理，不投机不取巧，踏踏实实做事，每天都有一点进步，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3) 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的共性也就是本质才能升华和收获。 

图解法步骤二，根据目标函数确定目标函数值的等值线，以及目标函数增长的方向。等值线把杂乱

无章的点，归为了等值线这个共性上。世界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复杂在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个性的一

方面，而简单又在于它们具有本质上的共性。比如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 118 种却可以构建出如此纷

繁复杂，多彩多姿的世界万物。并搬动了数以千万倍于己的巨蟒，这是无数只蚂蚁结成共同目标，协调

一致，并为之奋斗的团队精神才能完成。团队精神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以

协同合作为核心，反映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保证集体高效运转的一种精神。 

4. 小结 

以《运筹学》课程中的线性规划图解法这一教学内容为例，介绍如何将线性规划的图解法这一知识

点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人生哲理和做事方法相结合。在立足课程本身特色的基础上，提

炼出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法制意识、人文精神、文化自信等要素，从而实现思政寓课程、课程融思政，

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总而言之，在课堂教学当中贯穿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运筹学》课程教学当中，

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值得深入的挖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从而更好地将课程思政落实到课堂教学当

中。 

根据上述的运筹学课程思政实践探索，我们后期将对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开展作进一步的改进扩展。

首先收集思政素材来完善补充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其次策划具体实施思政课程教学案例、细化到各个教

学环节的设计和实际的教学活动的有机组织，最后收集数据探讨课程中思政教育所取得的效果。在日常

的课程教学中，逐渐树立三全教育的理念，把思政教育之“盐”充分溶入专业教育之“汤”，让学生在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能得到充分合理地培养与塑造。 

基金项目 

2020 年度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发展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FTD20-20-126-001)；2019 年上海理工大学

领航课程思政项目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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