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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每门课程都应积极落实课程思政育人要求。

当前，思政元素融入生硬不自然，思政味道不浓等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课程思政“表面化”、“硬融入”

问题是持续深化课程思政育人的关键。本文以运筹学课程为对象，从运筹学课程思政的内因价值、实施

基点、发力点三个方面阐明了课程思政的关键要素，分别从理论知识讲授、教学案例分析、上机实验实

践三个角度介绍了运筹学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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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univer-
sitie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ach course should actively im-
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rrently, problems such as stiff 
and unnatural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wea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lavor remain prominent. Solving the issues of “superficiality” and “forced integration” in curricu-
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continuously deep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his paper takes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course as the object, clar-
ifies the key element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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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value, implementation basis point, and exertion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course, and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cours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struction, teaching case analysis, and computer experim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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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思政资源，推动课程思政走深走实是近年来国家在教育上关注的重点。《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2023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求，发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深入挖掘各类专业课程和教学方

式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破解课程思政“表面化”“硬融入”问题[1]。2024 年 9 月 10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实施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2]。 
运筹学是一门应用广泛的交叉融合课程，用于解决生产、经济、管理、交通、军事等诸多领域的资

源规划、优化决策、统筹调度等问题，是高校面向应用数学、管理科学、物流管理、交通运输、自动化等

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在课程思政融入全专业、全课程教学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对课程思政进入运筹学

课程教学展开了研究与实践。李卫丽[3]等人结合运筹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提出从激发学生强军

兴国意识、塑造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三个角度进行课程思政。马满好[4]等人提出

要注重挖掘运筹学本身所蕴含的课程思政资源，讲好运筹学大师经历和学问追求，讲好运筹学发展的中

国力量，讲好运筹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时代发展。黄寒砚[5]等利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创新课程思

政方法手段，并开展了相关实践与探索，提出赋予课程价值传播凝聚知识底蕴的新内涵和混合式教学助

力课程思政的新方法。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筹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手段上，对课程思政内因和实

施机理研究较少。 
笔者从事高等教育本科生运筹学课程教学工作，认为展开运筹学课程思政，首先必须要深刻认识到

课程思政的内因价值，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其次要理解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关键，把握好实施基点；再

次要正确把握好课程思政实施的发力点，融入专业课程本身；最后结合教学经历介绍课程思政的一些经

验实践，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2. 课程思政的内因价值 

课程思政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为社

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展开专业课课程思政必须以课程思政内因价值为基本出发点，才能做到发自内心

的去落实实践，因此必须要拔高思想站位，认识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 
理解课程思政的现实需求。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浪潮思想的影响，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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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教育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传统思政课程在思想阵地孤军奋战，手段较为单一，效益不高。

全面落实课程思政正是国家层面上为了占据思想阵地而实施的一种战略措施，也是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

问题。 
培养支撑我国发展关键期的人才。国家正处于百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发力

期，这个时期正是需要大量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支撑。这种人才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大力的，

因此必须要保证人才本身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指向同向而行。全面落实课程思政正是为了保证专业

人才培养过程中能潜移默化地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实现教育全领域全过程覆盖。同教育一样，课程思政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在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下，

润物细雨中进行的。因此要达到好的效果，必须将课程思政贯穿学生教育的全过程，实质性地融入学生

生活中，上升到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内心深处，最终落实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这不仅需要从小学到大学

的教育全过程覆盖，还需要涉及教育理论、教学手段、教学条件等全领域覆盖，也是回答了怎样培养人

的问题。 

3. 运筹学课程思政的实施基点 

课程思政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将它落实到运筹学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必须结合课程本身特点来进

行实施，可从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和教学主体三个建设基点出发。 
教学内容上应立足专业课程这一基点。运筹学本身是一门以数学为基础的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在课

程内容上是由比较稳定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所构成，反映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进程和发展水平。

课程思政对于专业课程来说，犹如盐与菜肴，淡了菜肴没有味道，咸了菜肴难以下口，因此要把握好两

者的主次关系，不能反客为主。应在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挖掘专业课程本身的思政元素，以恰当地方式

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之中，例如运筹学课程中可以挖掘运筹重要理论提出者和我国运筹学理论大师等名人

事迹作为思政元素。 
教学对象上应立足主体意识这一基点。运筹学教学对象多为高等教育学生，这一时期的教学对象一

方面三观形成期前移，即随着网络及手机端的普及，教学对象接触大量网络信息，个人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较以往前移；另一方面教学对象社会属性觉醒，即教学对象脱离原本的家庭束缚，以个

体方式接受大量社会意识的影响，容易受周边个体影响。针对这两个特点，应从教学对象的主体意识着

手，使他们认识到专业课程学习与个人发展愿望、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紧密关系，激发个体对专业学习

的内驱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实施课程思政并实现价值取向的培塑。 
教学主体上应立足真信真用这一基点。当前仍有部分专业课程教师没有深刻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

性，只是生硬的将课程思政和教学内容结合在一起，作为课程思政的实施主体，必须要对课程思政的教

学作用和内容真信真用，这就需要高校加强教师思政能力培训，以激励政策树立营造高校大思政氛围，

让教师们带头讲真话、讲真理，以真实鲜活的例子使教师们信服，并辐射延伸至教学对象身上，提高高

校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性。 

4. 运筹学课程思政实施的发力点 

针对专业课程思政“表面化”“硬融入”的问题，运筹学课程可以以下为发力点做好课程思政工作。 
应用潜在课程理论。潜在课程理论是 1968 年美国的杰克逊在《课堂中的生活》一书中提出的，与显

性课程相对，主要表现为学校生活的经验对学生态度、动机、价值和其他心理状态的影响。国内学者将

潜在课程理解为学校的物理环境、校园文化、规则制度、学风等。从实质上看，课程思政理念与潜在课

程理论相一致，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等产生影响。因此，应用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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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理论可以应用在运筹学课程教学上，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塑造正确的学风等方法，促进课程

思政更好地发挥育人价值。 
挖掘运筹学大师经历。运筹学大师在运筹学领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可以在其中挖掘思

政元素。将中内外大师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经历、科学态度和价值取向，与课程内容穿插结合，让学生

在与大师们对话中感受科学家精神、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例如介绍线性规划之父丹齐格发明单纯形法

的趣闻和他长期的数学思维训练，教育学生要有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讲解博弈论时，介绍纳什充满悲

剧但精彩的传奇人生，勉励学生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持的态度；介绍钱学森、许国志、华罗庚将运筹学

推广在中国大地过程中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介绍叶荫宇教授曲折的求学经历，虽然 40 岁才完成博

士毕业，但后续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杰出的研究成果成为运筹管理学领域最高奖项冯·诺依曼理论奖唯一

华人获得者。 
融合学科技术前沿。人工智能领域是当下热门的国际研究领域，也是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赛道，

要讲出运筹学课程与时代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认清未来可发展的方向。2024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约翰·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在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

方法方面奠基性发现和发明。在类似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大量应用了运筹学的相

关理论知识，用来解决博弈和优化问题，例如经典机器学习中支持向量机算法就是利用对偶理论简化超

平面之间距离最大化的求解问题来实现数据集的分类；又如自动驾驶技术中的强化学习应用了马尔可夫

决策过程和蒙特卡洛算法来保障自动驾驶决策过程。 
用好数字化资源。课程思政要结合新的技术方法手段，要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用好网络共享平台，

将示范课程思政项目转变为运筹学课程本身的东西。要认清当代学生深度网络化的现实，很多传统意义

上的讲授已经不被欢迎，学生更喜欢的是一些有趣的、生动的教学，例如很多学生喜欢利用网络资源学

习课程知识，因为有很多视频的知识讲授形象有趣。运筹学课程思政可以从类似这些网络平台的数字化

资源上着手，利用好一些生动形象的思政视频，更好地融入课堂，激发学生的内驱动力，达到更好的育

人效果。 

5. 运筹学课程思政案例 

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不是粗放的灌输式“硬思政”，而应该是精细的浸润式“软思政”，是学生能够

真切共情，能够感受到并认同的思政，是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简单混合”。运

筹学课程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丰富，经过适当的提炼总结，再以恰当的方式融入教学环节，能够实现课

程“有效”思政。下面分别从理论知识讲授、教学案例分析、上机实验实践三个角度介绍运筹学的课程

思政方法。 

5.1. 线性规划理论中的思政元素 

线性规划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求解线性规划模型，模型的灵敏度分析

等知识点中都能凝练挖掘思政元素，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线性规划模型的三要素是决策变量、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建立线性规划模型实际上就是量化三要

素的过程，而学生在建模时常感到没有思绪，无从下手。教师这个时候就可以指出建模时要分清主次，

抓住建模的关键要点，避免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建模的关键实际上就是模型的三要素，其中最重要

的是分析清楚要求的计划方案是什么，通过合理假设决策变量量化计划方案，在此基础上，再去分析目

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建模思路就清晰得多了。建立数学模型如此，工作生活中处理问题时也是如此，要

分清主次，找到问题的关键，善于抓住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如毛主席所说，抓住了主要矛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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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单纯形法是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常用方法，其求解思路是在穷尽所有基本可行解找最优解的思路上

进行优化得到的，它从一个基本可行解开始，先判断这个基本可行解是否最优，如果不是，迭代到下一

个目标函数值更优的基本可行解，如此，经过有限步迭代后，必能找得到最优解。从这里可以得到启示，

当我们处理复杂问题没有思路头绪时，可以先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最初可能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和优化，直至形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线性规划模型中的价值系数，约束条件的系数矩阵和限额系数这些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参

数可能会随着市场变化、工艺技术的改变产生变化，并最终导致模型的最优解发生变化，因此分析这些

参数变化对优选方案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启发学生，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不能只看眼前的问题，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客观地思考问题的演变趋势和未来发展，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去制定

问题的解决方案。 

5.2. 网络计划技术思政案例设计 

网络计划技术又称为统筹方法，是一种编制大型工程进度计划的有效方法，其中网络图的绘制与工

程完工期优化是网络计划技术的重要内容。以抗疫期间武汉“火神山”医院十天建成的案例，让学生了

解建设过程中如何进行工程时间管理和事项控制，从案例中讲清，理论应用的核心是理清工程之间事项

的逻辑关系，抓住关键路线和次关键路线主次矛盾，从运筹学理论应用的具体实践使学生产生学习自豪

感，从抗疫过程大国担当激发学生爱国主义。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规划是求学阶段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生关键时期的重要抉择。从网络计划技术

角度看学习规划，就是要明确学习目标，列出达到学习目标所需的课程、能力和干扰事项，从中理清先

后逻辑关系和评估所需时间，找出规划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可能干扰学习的次要矛盾，利用好次要矛盾

的资源优化学习目标达成的时间。由此，可以引导学生，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优化学习规划，实现自身

价值和个人理想。 

5.3. 上机实验实践的思政设计 

使用软件求解运筹学中的各类模型时，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体会计算机软件求解模型的便捷与高效，

进而引导学生认识到，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善于灵活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

善于把这些工具转换为自己的“利器”，去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在分析实践案例时，让学

生认识到解决实际问题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树立学生的优化意识，培养学生系统分析、大胆质疑、

勇于探索的精神，体会优化资源配置、节约资源的成就感，承担资源节约利用、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责

任，引导学生在将来岗位实践中不断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 

6. 结语 

真正实现运筹学课程思政育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仅需要教师对课程思政发自内心的追随认同，

更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挖掘思政育人元素，探索思政育人路径，创新思政育人方法，

将课程思政与课程教学真正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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