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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弈论，作为研究决策者间战略互动的数学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近年来，教育学界开始

探索博弈论在解析学生心理行为方面的潜力，特别是在互动性学习环境中。本文旨在探讨博弈论在学生

心理行为分析中的应用，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深入剖析博弈论如何揭示学生在学习决策中的行为

模式和心理动机。基于博弈论的理论架构，本文提出了一种互动性学习模式，旨在促进学生间更有效的

合作学习，提升个体学习动机。本研究不仅为教育决策行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设计教学策略提

供了理论支持。通过博弈论的应用，我们有望深入理解学生的心理行为，优化教学策略，进而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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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e theory, a mathematical theory used to study strategic interactions between decision-maker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disciplines.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has begun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game theory in analyz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especially i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in analyz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and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how game theory 
reveals students’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in making learning decis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ame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model that aims to promote more effect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and enhance individual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educational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but also pro-
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sig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hrough game theory, we are expected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and optimize teaching strate-
gies, thereby promoting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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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领域，学生的心理行为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随着技

术进步和教育环境的演变，学生心理行为的表现形式变得日益多样化，这为教育者在理解和引导学生方

面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学生逐渐展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包括

网络依赖、学习动机缺失、情绪波动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妨碍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心理健康。因此，

深入研究学生的心理行为，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已成为教育改革的紧迫议题[1]-[3]。 
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学者们已经尝试了多种理论和方法[4]-[6]。然而，传统的教育心理学理论

往往侧重于描述性和归纳性分析，缺乏对学生行为决策过程的深入动态理解和战略性分析。为了填补这

一空白，博弈论——一种分析决策者之间战略互动的数学理论——为学生心理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博弈论的重要性在于其能够将学生的学习行为置于一个互动框架中进行分析，尤其是在考虑学生间

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时[7]。 
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博弈论不仅可以解析学生在特定学习环境中的决策行为，还能辅助教育

者设计出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互动与合作的教学策略[8]-[10]。例如，在解决学生合作中“搭便

车”问题时，博弈论所提供的激励机制设计原则可以指导制定更有效的团队合作规则，从而提高学生的

集体学习成效。 
博弈论，作为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内公认的分析个体或集体决策行为的强有力工具[11]，

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的成功案例已经揭示了其在分析学生心理行为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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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方面的显著潜力[12] [13]。在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博弈论的原理可以被应用于设计合理的评

价和激励机制，以促进学生和教师的积极行为[14] [15]。此外，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教育机构和教师

理解学生行为背后的动机，如考试作弊、学习合作与竞争等，从而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16]。博弈论不仅

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了一种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的工具，它还增强了教育研究的严谨性和实证性，有助于

提升教育学科的科学性。在教师的激励、学生的行为管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面，博弈论的应用

展示了其在教育管理中的实际价值[17] [18]。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教育场景的多样化，博弈论作为一种

研究方法，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在不同教育场景下的应用潜力

[19]。 
互动性学习在全球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他们负责的不仅

仅是知识的传递，还包括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设计互动性强的教学环节，以及运用各种技术工具来提

升教学效果[20]。学生的积极参与对于互动性学习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如何持续吸引学生的兴趣、保持他

们的注意力和参与度，仍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21]。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为互动性学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教师和学生现在可以通过在线平台、社

交软件和教育应用程序等多种工具进行有效沟通和协作[22]。然而，尽管技术为教育带来便捷，网络教学

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如何确保学习效率、维持有效的教学互动，以及如何应对网络和

技术设备的不稳定性等问题，解决这些挑战对提升在线教育的品质和成效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当前学生心理行为分析面临的挑战促使我们寻求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作为新兴的分

析工具，博弈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值得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探讨

博弈论在教育决策行为中的应用，并研究在互动学习环境中利用博弈论来理解和引导学生的行为模式。 

2. 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决策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自 20 世纪初由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等人[23]提出以来，博弈论已成为经济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分析决策行为的核心工具。作为理性选择理论框架，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包

括策略选择、利益最大化和均衡状态等关键概念。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探讨学生心理行为时，这些原

理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学生决策过程和心理动态的新视角。 

2.1. 策略选择与学生决策 

博弈论的第一个原理是策略选择。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需根据个人情况和环境变化，选择最有利

于自身利益的策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同样面临多种策略选择，包括学习方法、合作与竞争策略等。这

些选择不仅受学生个人能力和目标的影响，还与学习环境、教师指导、同伴关系等因素紧密相关。博弈

论的策略选择原理有助于揭示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如何权衡利弊，做出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决策。 

2.2. 利益最大化与学生动机 

博弈论的第二个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在博弈中，参与者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学生心理行

为中，这种追求体现为对学业成就、个人成长等方面的渴望。学生通过选择恰当的策略，努力提升学术

成绩和个人能力，以实现个人目标。博弈论的这一原理揭示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动力源泉和目标导向，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行为模式。 

2.3. 均衡状态与学生互动 

博弈论还涵盖了均衡状态的概念。当所有参与者均选择了最优策略，且无人能通过改变策略获得更

多利益时，系统达到均衡。在学生心理行为中，均衡状态反映为学生在互动学习环境中达到的一种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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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和利益平衡的状态。例如，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可能通过协商和妥协实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

以促进团队和个人利益的共同增长。博弈论的均衡状态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学生在互动学习中的合作与

竞争动态，以及如何通过策略调整来维持这种平衡。 
综上所述，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与学生心理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概念和原

理，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学生在互动学习环境中的策略选择、利益追求和心理动态。这不仅有助于我

们更有效地指导学生的学习决策，还能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发展特点，我们还需不断探索和完善博弈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3. 博弈论在互动学习中的具体应用 

博弈论在互动学习环境中的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用于分析和改进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

互动方式。以下内容详细探讨了博弈论在互动学习中的具体应用实例和机制。 

3.1. 促进学生间的有效合作 

在教育实践中，学生小组项目合作是一种常见的学习方式，旨在通过团队协作促进知识共享和技能

提升。然而，合作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现象，即部分学生依赖他人努力而不做贡献，严重影响了

合作的质量和效率。这一现象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高度相似，该模型揭示了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

可能导致集体利益受损的困境。 

3.1.1. 博弈论的解决方案：合作激励机制 
博弈论为解决“搭便车”问题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设计合作激励机制以促进有效合作。引入互评

系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之一。在互评系统中，小组成员需对彼此在项目中的贡献进行评价，这

些评价将直接影响个人的最终评分。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支付函数被重新定义，促使他们不仅考虑个

人收益，还需考虑对小组整体表现的贡献。 

3.1.2. 互评系统的创新与效果 
互评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学生的决策过程置于一个考虑个人、他人及小组整体利益的多维框

架中。在该系统的约束下，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贡献不仅影响个人评价，也关系到团队的整体表现。这种

认识激发了学生积极参与的动力，促进了小组共同目标的实现。同时，互评系统还有助于建立一个相互

监督和激励的合作环境，有效减少了“搭便车”现象。 
综上所述，引入互评系统等合作激励机制，利用博弈论原理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小组项目中的“搭便

车”问题。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项目的完成质量和效率，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感，

为他们的未来学习和个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弈论的应用为教育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改进

学生合作行为的有力工具。 

3.2. 设计协作学习策略 

教育者在设计协作学习活动时，可以借鉴博弈论中的合作博弈模型，以构建一个既包含竞争又强调

合作的学习环境。这种环境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升学习成效，并培育其团队协作技能。 

3.2.1. 全班平均分奖励机制的案例分析 
例如，教育者可以设定一个全班平均分奖励机制，规定仅当全班平均分达到预定标准时，所有学生

才能获得额外奖励。这一策略不仅考验个人能力，更突出了团队合作的价值。学生在追求个人成绩的同

时，也被激励去帮助同伴，因为全班的整体表现是获得奖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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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行为策略的转变 
这种机制显著改变了学生的行为策略。在传统的个体竞争模式下，学生可能仅关注个人成就。相比

之下，合作博弈模型促使学生在个人与集体利益间做出平衡，意识到团队合作对于实现集体成就的必要

性。因此，学生更可能采取协作策略，与同伴积极交流，相互协助，共同提高学术表现。 
综上所述，将博弈论的合作博弈模型应用于协作学习活动的设计，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既包含竞争

又强调合作的学习氛围。这种策略不仅促进了学生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学习成效的提升，还培养了他们的

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为其未来的学术和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增强学生参与度 

在讨论课或翻转课堂等现代教学模式中，教育者可以巧妙地运用博弈论的思想来设计课堂参与机制，

以此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并促进知识与技能的有效交流。通过模拟市场拍卖的机制，即义卖市场模式

(market auction model)，教育者能够将博弈论的原理引入课堂教学实践，从而增强学生的互动体验。 

3.3.1. 虚拟竞标环境的构建 
具体实施时，教师可以创建一个虚拟的“竞标”环境，让学生通过“竞标”来争夺提问或回答问题

的机会。在这个环境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策略，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交自己的竞标。

最终，竞标成功者将获得提问或回答的权利。这种机制不仅为课堂活动增添了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它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参与课堂的有利动机。 

3.3.2. 机制的内在逻辑与效果 
该机制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设置竞争和激励，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动力。学生在竞标过程中必须做

出策略性的权衡，这不仅涉及最小化个人代价以获得发言权，还涉及如何在竞争中展现个人能力和价值。

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决策技能，还教会了他们如何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点。 
综上所述，通过引入博弈论设计的教学参与机制，教育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在讨论课或翻转课堂等

教学模式中的参与度。这种机制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培养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博弈论的应用为教学互动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教育策略的

多样性。 

3.4. 管理课堂规则和期望 

博弈论为课堂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有助于促进师生间的合作与共识。通

过共同构建的课堂管理规则，可以形成一个“重复博弈”的情境，其中规则的每一次违反都会对未来的

互动和利益分配产生影响，从而推动规则的自我执行。 

3.4.1. 共同参与规则制定 
博弈论特别强调师生共同参与规则制定过程的重要性。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和协商，

决定课堂行为的准则。这种参与性的方法不仅提升了规则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还增强了学生对规则的认

同感，进而提高了他们遵守规则的意愿。 

3.4.2. 重复博弈情境的构建 
通过构建“重复博弈”的情境，博弈论强调了规则执行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学生在这种情境下认识

到，他们当前的行为将对未来的互动和利益分配产生长远影响。因此，学生会更审慎地权衡自己的行为，

努力遵守规则，以维护一个长期的合作与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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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规则体系的自我执行性 
博弈论还强调了规则体系的自我执行性。当规则被共同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后，学生即使

在没有外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也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则。这种自我执行机制不仅减轻了教师的管理负担，

还提高了课堂的秩序和效率。 
综上所述，博弈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用于课堂规则的制定与执行。通过师生共同参与、

构建重复博弈情境以及实现规则的自我执行，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加和谐、有效的学习环境，从而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框架不仅丰富了课堂管理的理论内涵，也为实践中的课堂管理提供了有益的

指导。 

4. 学生互动性学习融入博弈论的教学效果 

在湖南科技学院理学院 2021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师范类课程中，教师创新性地将博弈论融入数值

分析的教学，这一创新举措显著提升了学生课堂的参与度和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以下是该教学方法

实施的具体过程及其效果的详细分析： 
1) 课堂参与度的显著提升：通过引入博弈论的互动教学活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实现了质的飞跃。

具体而言，学生的抬头率从最初的大约 20%显著提升至超过 80%。这一显著变化反映出学生对课堂内容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讨论和活动中。 
2) 学生认知的转变：通过调查问卷(见表 1)收集的数据，我们发现学生对数值分析的认识有了显著

的深化。通过博弈论的融入，学生不仅能够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理解数值分析的意义和用途，而且也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了数值分析对于未来教师职业的重要性。 
 

Table 1. Questionnaire results data 
表 1. 问卷调查结果数据 

学生认识的变化 初始态度 引入博弈论后 

认为课程有用 5 人(8%) 55 人(83%) 

认为课程有趣 8 人(12%) 60 人(91%) 

认为课程与专业相关 7 人(11%) 50 人(76%) 

认为课程对职业发展有帮助 3 人(5%) 48 人(73%) 

认为课程内容难以理解 30 人(45%) 10 人(15%) 

认为课程案例分析有帮助 4 人(6%) 58 人(88%) 

认为课程互动性不足 25 人(38%) 5 人(8%) 

认为课程教学方法单一 28 人(42%) 6 人(9%) 

认为课程参与度低 20 人(30%) 2 人(3%) 

 
3) 教学目标的圆满实现：通过将互动学习与博弈论结合，教师成功地实现了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

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认知和能力的教学目标。 
通过将博弈论的元素融入数值分析的教学中，教师不仅成功地激发了师范类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和参

与热情，而且显著提升了学生的抬头率和对数值分析的深度理解。这一成果表明，即便是那些最初被认

为与未来职业相关性不大的课程，通过创新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也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教学

效果。该案例充分证明了将现代教育技术和理念融入传统课程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为其他课程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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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博弈论，作为一种数学理论，分析决策过程和策略性互动，为教育领域特别是互动学习环境提供了

新的视角。本文探讨了博弈论如何帮助教育者深入分析学生决策、设计有效合作策略、增强课堂参与和

维护纪律。利用其原理，教育者可创造竞争与合作并重的学习环境，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团队合作和协

调能力，同时平衡学生间关系，营造和谐学习氛围。尽管博弈论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挑战，如准确识别学

生偏好、设计适用博弈模型、保证公平参与等，但教育者可通过实践不断优化。博弈论在教育应用中显

示出巨大潜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在不同教育场景下的应用，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实施有效教学

策略，为学生创造富有成效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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