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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筹学作为现代管理学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对工程管理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对学情现状的分析，为了充分挖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及实践应用能力，采

用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构建“小课例实践 + 大案例协作”的链式教学模块，更加注重课程的实践

环节，通过脑动、心动、运动进行多元教学模块设计，从而实现运筹学“灵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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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ining of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complex engineering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fully tap stu-
dents’ learning potential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
ity, this paper adopts Bloom’s teaching objective classification method to build a cha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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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of “small lesson practice + big case collabor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al 
links of the course, and designs multiple teaching modules through brain movement, heart 
movement and movement, so as to realize operational research “smar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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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运筹学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学科，是对实际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的管理手段，采

用系统化管理控制的核心理念。其运用数理逻辑方法并借助计算机技术定量地分析问题，为管理者进行

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具体来说，对实际问题遵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基于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数学建模及求解以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1]。运筹学的核心思想是更高效更科学地

解决决策问题，因此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国防、建筑、通信、政府机关等各

个部门领域，涉及生产管理实践中的最优生产计划、最优分配、最佳设计、最优决策、最佳管理等实际

问题，掌握运筹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工程类等专业学生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

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2]。 
运筹学是经管类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基础课，课程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引导

学生对管理问题进行正确的定量分析，提高各项活动的效率。作为先修课程同时也为后续其它经济管理

类课程的学习奠定科学决策思维基础，对工程管理复合型的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对此，

学者们针对运筹学的教学改革作了大量研究。胡斌等针对运筹学课程中学员学习参与度、积极性不高的

问题，依据运筹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特点，提出了理实一体对分课堂教学模式[3]。范佳静为提升学

生对运筹学课程的认可度，结合专业特色，设置了与专业紧密相关的教学内容[1]，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沈永俊等以在交通运输专业开设《运筹学》全英文课程为总体建设目标，探索了一种符合《运筹学》全

英文课程的教学方法[4]。本文针对运筹学课程对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方面作了教学改革探讨。 

2. 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针对当前的学情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前期的运筹学学习过程中，由于涉及大量数学上的分析及

运算，学生普遍会有听不懂，不理解的情况存在，而后期虽然学生一般能够按照教师要求完成相关作业

和任务，但大部分学生所理解的运筹学理论还很浅薄，不够深刻，禁不起推敲，且学生依旧习惯于完全

由老师主导的授课模式，不能进行自主思考，缺乏高阶思维和创新意识，具体问题体现在。 
第一，课程难度较大，难以吸收理解。运筹学教学过程涉及大量理论推导、模型计算，作为数学基

础较为薄弱的文管类专业学生，普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而教师单方面的知识灌溉，缺少先进、智慧的

教学方法与工具的运用，导致学习效果差强人意。 
第二，学生运筹思维能力培养有待加强。运筹学课程的核心目标是使学生可以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

决策思维及系统化思想。但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仍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单纯掌握模式化的解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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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难以实现知识的内化以及运筹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三，教学实践环节薄弱，综合运用有待提高。运筹学课程具有深厚的数学理论支撑，如何平衡理

论方法与实践应用在教学环节中的比重关系一直是运筹学教学面临的问题。目前的授课仍以理论知识传

授为主，导致学生针对现实生活中各个部门领域的现代管理活动问题，显得实践应用能力不足，难以达

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第四，考核评价方式单一。当前的评价方式大多仅以期终考试作为评价标准，容易造成学生唯考试

论，从而过于片面的掌握所学，也无法调动学生在平时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改革目标及思路 

1) 整合教育教学资源，夯实理论基础 
掌握理论知识是学好一门学科的基础，只有学好理论知识，才有可能熟练运用。为解决学生课上难

以快速理解教师所讲的理论知识，要充分利用好线上教学资源，使学生建立起课前预习，课上导入，课

后复习的学习习惯，同时教师要提供线上答疑渠道，以便随时解决学生的疑问。 
2) 探索启发式教学模式，培养高阶思维 
在授课过程中，要从教师主导的课堂向学生主导的课堂转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当中来，以

问题为导向，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从课内延伸到课外，深入探究运筹学的相关

知识，进而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3) 开展多元化教学方法，增强实践应用能力 
运筹学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除了传统授课模式中的理论讲授环节之外，还要增加案例分析

的实践环节。教师筛选出附和时下问题的经典案例，建立案例库，要求学生选择合适的案例进行建模、

解模，同时鼓励创新，积极参加相关竞赛活动，从而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4) 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实现反思性学习 
除了将期末考试作为考评内容之外，还要将平时的表现纳入考评系统，如课后作业完成情况，案例

分析情况，及出勤情况等，从而更综合全面的考察学生的学习表现。 

4. 教学改革措施 

课程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思维及系统化思想为核心，结合文管类专业教学要求，基于布

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5]，通过构建“小课例实践 + 大案例协作”的链式教学模块，更加注重课程的实

践环节，使学生认识管理运筹学在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用的同时，建立现代经营管理决策的数学思维和

逻辑思维，领会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可对具体课例和案例进行准确分析和决策。 
其中，以教师理论知识授课为第一课堂、学生主导的单元课例实践及项目协作为第二课堂的多元模

块化教学模式，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灵动课堂”。从教学目标、教学模块、教学内容、教

学效果评价四个环节构成的灵动课堂“倒立金字塔”教学模式，如图 1 所示，具体内容如下。 
1) 教学目标设计 
运筹学课程教学目标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将学生认知划分为初级、高级两段进程。首先通

过记忆、理解到初级应用，学生学习模型建立的思想、原理以及模型的求解过程，并初步应用所学知识

解决抽象后的实际问题。进入高级认知进程，分析、评价、创造具体体现在学生在理解模型及求解的基

础上能够提炼建模思想，并自主建立应用实例。 
2) 教学模块设计 
通过脑动、心动、行动三个教学模块达成“灵动课堂”的六项认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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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inverted pyramid” teaching mode in smart classroom 
图 1. 灵动课堂“倒立金字塔”教学模式构建 

 
“脑动”教学模块：专业知识点传授，培养学生的运筹思维。该模块在各章节的前半课时实施，教

师通过传统的教学方式(板书、PPT)介绍本章节涉及的现实问题、建模思路、求解方法。其中，求解方法

的理论推导只做简单介绍，具体讲解部分学生通过线上慕课学习。 
“心动”教学模块：以运筹问题为导向，帮助学生从模仿、归纳到自主建立应用实例。在“脑动”

模块学生完成知识学习之后，学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自主设计该章节的课程实例(每组课例数依据课时

制定)，并通过 LINGO 管理学软件求解。同时，建立授课班级课例库，所有课例均收录在该课例库，并

抽取部分课例作为百分之三十的结课试题。在此过程中，软件使用可以让学生跳出繁琐的求解过程，直

面建模的系统思想，同时团队间的交流、教学载体的转换可以提高学生参与度，增加学习的趣味性；设

计课例有助于学生自主思考，与实际问题结合的同时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课例作为部分试题提

高了学生钻研的积极性。 
“行动”教学模块：专注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该模块在课程的最后阶段实施，学生通过团队协作

的方式对实际经营中的企业决策问题进行优化。学生自行调研目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选择其涉及的

运筹学相关的四类问题，利用运筹学相关理论建立数学模型(线性规划、运输问题、目标规划等)，利用软

件求解，并给出决策建议，形成项目报告书。同时积极推动以赛促学，介绍建模大赛、案例大赛等相关

赛事，鼓励学生以项目书为蓝本积极参与。“行动”即从理论知识到实践产出的尝试，由点、线到面再

到体，实现启发式链式教学，培养学生运筹思维，在行动中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数理逻辑分析、模型

提炼以及决策分析等能力。 
3) 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设计要实现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即“两性一度”的“金课”标准。 
其中，以教师主导的理论知识授课作为第一课堂，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授课模式。除了课堂面授

外，将部分理论推导内容移到线上慕课平台，供学生课前预习，课后练习，从而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并掌

握运筹学的理论知识。同时教师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探究更为高阶的知识内容，解

决学习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学生主导的单元课例实践及项目协作为第二课堂，以“课例 + 案例”项目建设为基础，做到第一课

堂和第二课堂的融合。深刻挖掘第一课堂教学内容，搜整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设计具有体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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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前沿性的课例，锻炼高阶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大案例项目协作部分，以问题为导向，挑战当前运

筹学运用中的实际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累实战经验，验证所学所思的正确性，体现学科价值。 
4) 教学效果评价设计 
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结合考核实现输入–产出全周期评价。结课试题重点考核教师主导的第一课堂，

其中“小课例实验”第二课堂部分课例作为百分之三十的结课试题，有助于提高学生钻研的积极性；“小

课例实验”第二课堂效果评价通过组内互评产生；“大案例项目”第二课课堂效果评价通过项目报告书

成绩评定。 

5. 总结 

本项目旨在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运筹学授课模式，基于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构建“小课

例实践 + 大案例协作”的链式教学模块，使学生不仅仅只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认知上，而是更多的与实践

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与自主学习意识，从脑动，心动到付诸行动，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往更

高阶的思维进行转化，在此过程中，也提升了学生的决策分析能力、应用实践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同时结合多元化的评价系统，对学生予以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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