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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响应教育部文件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博弈论课程为对象，进行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

思政案例设计研究。首先，阐述课程思政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思路，即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建

立案例库，实施渐进融入法，重构教学体系。然后，采用典型案例“承诺行动视角的唐伯虎人生转折解

读”，详细阐释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案例设计的具体做法，包括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效

果等。最后，总结课程思政案例设计经验，包括开展学科研究编制教学案例、开展教学研究融入教学过

程、开展课程研究重构教学体系，以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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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cuments and to implement the fun-
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pro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game theory course is studied. First, the overall 
out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ombin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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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ase library, the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im-
plement of gradu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wo Combinations. Second, with the case of 
interpreting Tang Bohu in the view of committed actions, the concrete ways of constructing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offered, which in-
clude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effect. Third, b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general pro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ulture is proposed for wide references and promotions, which includes compiling teaching 
cases,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ng teaching system with curriculu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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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urriculum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ame Theory Cours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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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党的二十大报

告再次强调[2]，“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特别的，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同“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经世济民、厚德载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正是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内容。教育部 2020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也明确强调[3]，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

文脉”；教育部等十个部委 2022 年发布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4]，设

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模块，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学基地；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5 年

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5]，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

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这都

要求在推进教育改革建设教育强国中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教学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6]，要求各类课程

都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从专业、行业、当前国情、传统文化等角度，提升课程的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

性，构建全员参与、全过程融入、全方位协同的育人大格局，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维

目标的有机融合。课程思政教学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工作，从 2020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2 年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颁布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到 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所提要求越来越高，涉及

范围越来越广，具体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关于如何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重要途

径。根据总书记讲话、二十大精神和教育部文件要求，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应该也必须“同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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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相结合”。 

2. 博弈论课程思政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思路 

2.1. 课程思政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作为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法学等学科[7]。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Samuelson)说过，要在现代社会做个有文化的人，必须

对博弈论有大致的了解。博弈论的策略思维在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吕

氏春秋》、《庄子》等著作中都有深邃的博弈思想[8]。博弈论也是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

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3]，先后有纳什、夏普利等上十位博弈专家先后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由于影响

非常广泛，博弈论已经成为经济管理专业必开的重要课程。博弈论既是研究工具，又是思维模式。前者

强调博弈分析的数学方法，后者强调博弈分析的经济学方法，两方面融合强调提炼众多不同实际现象背

后的科学问题和共同原理。如何根据博弈论的特点，在讲授理论知识之后分析解读实际事例，总结管理

启示，再设置相应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分析，达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三维目标[6]，是博

弈论课程思政教学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 
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指导，课程思政元素既来源于中国当前实际，也来源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9]。在新时代理论创新的背景下，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系

统把握“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一方面，博弈论作为重要经济分析方

法，适合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可用博弈论方法分析经济社会运行规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培育

学生用博弈理论分析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博弈论作为

源远流长的策略思想，也适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分析历史典故、历史人物、历史做做和

诗词歌赋等中的博弈事例，赏析品鉴先贤智慧，培育学生解析传统文化事例的时代价值和用博弈理论解

析传统文化事例科学性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因此，博弈论的课程思政教学应该

实施两个结合[10]，特别是要加强以往重视程度不够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1]，既能增强“两个

结合”理论阐释的学理性，又可拓展博弈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边界，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

学话语体系提供创新性方法论支撑。接下来介绍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弈论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做法。 

2.2. 课程思政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案框架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开展课程研究，收集、研究、整理历史人物、

历史典故、历史名篇、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素材，编制课程思政案例，既用案例解析博弈论的理论知识，

又用博弈论的原理解读案例，由此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案例库”、

实施“渐进融入法”、重构教学体系，构建 16 个相对努力完整的教学单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为指导，建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案例库。以融合传授新知、淬炼能力和

塑造价值三维目标为导向，形成讲授知识→演示方法→叙述事例→探究成因→剖析原理的渐进融入法，

把课程思政全面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以课堂教学为中心，革新教学大纲，重构教学体系，打破传统章

节结构编排，构建 16 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教学单元，每个教学单元都由五步构成，都包含相应案例。对核

心的“建立案例库”“渐进融入法”“重构教学体系”分别简要解释如下： 
“建立案例库”：在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案例基础上，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蕴，开发结合中

国实际的案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结合中国实际上，大量引用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现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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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好中国方案，淬炼分析解读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树立时代使命担当。在结合中

华文化上，大量引用历史典故和诗词歌赋中的博弈事例，赏析品鉴先贤智慧，强化民族自豪感和经世济

民的家国情怀。 
“渐进融入法”：讲授知识→演示方法→叙述事例→探究成因→剖析原理。在每个教学单元，先讲

解相关博弈知识，再用示例演算展现博弈方法，然后陈述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事例，引导学生

用博弈知识和方法讨论分析事例形成产生的原因，剖析提炼类似事例背后的普遍规律原理。其中，讲授

知识和演示方法侧重于知识传授，探究成因和剖析原理侧重于能力培养，叙述事例是中间过渡，使五步

浑然一体，共同实现价值塑造。 
“重构教学体系”：开展课程研究，修订培养方案，革新教学大纲，重构教学体系，打破传统章节结

构，划分为 16 个教学单元，每个单元相对独立完整。每个教学单元都由五步构成，都包含相应案例，以

价值塑造为引导，以能力培养为定向，在知识传授中潜移默化地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分析解

读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3. 博弈论课程思政建设的唐伯虎人生转折案例 

根据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唐伯虎的生平，开发博弈论课程思政教学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教

学案例。案例名称是承诺行动视角的唐伯虎人生转折解读。以此具体展示说明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设计。这些内容在教材中都没有，是教学改革和项目研究的成果。 

3.1. 案例的教学目标设计 

知识传授目标：使学生能够正确陈述承诺行动的含义和特点并能举例说明。 
能力培养目标：使学生能够应用承诺行动理论分析唐伯虎人生转折的成因。 
价值塑造目标；使学生能够从唐伯虎转折中吸收形成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3.2. 教学内容与方法设计 

为同步实现三方面的教学目标，设计讲授知识、演示方法、叙述事例、探究成因和剖析原理的渐进

融入教学法，每个教学环节对应的教学内容、采取的教学方法和达成的教学目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ang Bohu case-based teaching design incorpo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表 1. 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唐伯虎案例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目标 

讲授知识 承诺行动的含义和特点 讲授法：教师讲解理论知识。 
知识传授 

价值塑造 

演示方法 举例阐释承诺行动 启发式教学：教师讲第一个，然后引导学生分析讨

论后面例子。 

叙述事例 唐伯虎人生的一次意外和三

次转折 
对比法：设问真实的唐伯虎，对比电影中的唐伯

虎，引导学生描绘出唐伯虎的完整人生轮廓。 

能力培养 探究成因 唐伯虎三次人生转折中的承

诺行动 
启发式教学：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深入分析讨论。

卡壳时给予适当提示，偏题时给予适当纠正。 

剖析原理 来自承诺行动视角的唐伯虎

人生转折启示 
翻转课堂：教师引导开头，学生分析、讨论、归纳

和提炼，最后由教师点评总结。 

 
其中，讲授知识和演示方法两步侧重于知识传授，分别讲解承诺行动的含义、特点和举例阐释。采

取传统讲授法，教师讲解承诺行动的含义和特点等理论知识。采取启发式教学举例阐释承诺行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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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讲第一个，然后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后面例子。叙述事例是中间过渡，由理论知识过渡到唐伯虎人生

的一次意外和三次转折，采取对比法教学，设问真实的唐伯虎，对比电影中的唐伯虎，引导学生描绘出

唐伯虎的完整人生轮廓，强调唐伯虎人生的一次意外和三次转折。探究成因侧重于能力培养，采取启发

式教学，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深入分析讨论唐伯虎三次人生转折中的承诺行动。如果卡壳导致讨论中断，

教师给予适当提示。如果讨论偏题，离主线太远，教师给予及时纠正，回到主道上来。剖析原理强调价

值塑造，采取翻转课堂教学，教师引导开头，学生探索、讨论、提炼从唐伯虎人生转折得到的启示，最后

由教师点评总结。虽然讲授知识和演示方法侧重于知识传授，探究成因和剖析原理侧重于能力培养，但

是渐进融入是个整体，价值塑造贯穿与整个过程。 
教学内容的前两点，承诺行动的含义、特点和举例阐释来自于教科书；后三点，承诺行动视角的唐

伯虎人生转折解读及启示，则来自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课程研究。开展学科和课程研究，编写教学题

材，后三点的主要教学内容如下： 
(1) 叙述事例：唐伯虎人生的一次意外和三次转折 
一次意外：24 岁家道中落。父母妻儿妹妹相继去世，与弟弟相依为命。 
三大转折：一是科考案的转折。乡试第一后，意气风发，进京赶考，想连中三元，却涉嫌作弊，被罢

黜，终生不得为官，由此堕入地狱。二是沈九娘的转折。被罢黜后，醉酒疯癫，沈九娘是唐伯虎消沉时的

经济基础和精神支柱，入桃花庵，但九娘很快去世了，由此看穿情场。三是宁王府的转折。沈九娘去世

后，唐伯虎没有寄托，突然受到宁王邀请，以为是国家认可，却发现要造反，装疯，当街裸奔，才得以脱

身，由此看穿官场。 
(2) 探究成因：唐伯虎三次人生转折中的承诺行动 
一是科考案转折中的承诺行动。涉嫌作弊是因为代徐经答题，代徐经答题是因为要证明拿徐经当朋

友的话是真的，要证明拿徐经当朋友是因为赶考路上徐经对唐伯虎包吃包住。二是沈九娘转折中的承诺

行动。娶九娘入住桃花庵，是因为要证明真爱一生的话是真的，要证明真爱一生是因为九娘已经用物质

支持和精神安慰等证明了对唐伯虎的爱是真的。三是宁王府转折中的承诺行动。装疯当街裸奔是因为要

证明绝不造反的话是真的，要证明绝不造反是因为宁王已经用重金邀请和厉兵秣马等行动证明要造反的

话是真的。 
(3) 剖析原理：来自承诺行动视角的唐伯虎人生转折启示 
科考案转折的启示是不忘本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喝朋友不是朋友。唐伯虎不拘小节，不拒

免费吃喝，豪放不羁，吃了大亏。沈九娘转折的启示是不忘专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纵使愁苦，也不

忘专业。唐伯虎一生愁苦，万千愁绪激活了灵感，创作了很多诗书画，成就了一代大家。宁王府转折的

启示是不忘初心。明辨是否，即使遭受不公，也不怨天怨地，怨社会。唐伯虎上过青云，下过地狱，依旧

热爱生活，不反社会，不反国家。 

3.3. 教学效果分析与反思 

首先，考察知识传授目标达成情况。通过课程学习，几乎所有同学对承诺行动的概念、特点有深刻

的理解，不拘泥于表面的文字陈述，而是理解了本质含义。比如，周同学很好理解了承诺行动付出成本

才可信的特点，并用于分析徐经对唐伯虎包吃包住承诺行动的有效性，指出唐伯虎之所以对徐经的承诺

深信不疑，原因在于徐经切实拿出了真金白银。 
其次，考察能力培养目标达成情况。通过举例说明，尤其是分析唐伯虎人生三大转折中的承诺行动，

学生较好掌握了用承诺行动视角分析事物内在规律的方法，能够提炼背后的普遍规律，能够举一反三地

分析实际生活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承诺行动。比如，罗同学表示，用历史人物故事讲经济学原理，使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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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趣，又启发了多思考、多求证的思维方式。 
然后，考察价值塑造目标达成情况。通过课堂讨论，学生坚定了家国情怀。像唐伯虎一样，不忘本

分，即使遭遇不公，即使华才不遇，也不怨天，怨地，怨社会，仍然热爱生活，爱社会，爱国家；珍惜恩

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真情常在，无论人少人老，还是人在人去，都是人生永远如初见；正视友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之交不在吃吃喝喝，而在拔刀相助。例如，候同学从分析唐伯虎人生转折的承诺

行动领悟到了要“不忘本分、不忘己任、不忘真情、不忘初心”，并表示将付诸于将来的行动之中。 
由于案例源于传统文化，很吸引大众兴趣，课后应邀做了一次面向全校的公开讲座《以博弈论解读

不一样的唐伯虎》，扩大了课程思政教学的影响面。讲座反响强烈，现场的丁同学表示说“理解到了如

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博弈论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4. 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思政案例设计经验 

在分析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思路和内容框架基础上，根据结合历史名人唐伯

虎的具体案例，总结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经验做法，以供推广借鉴。 

4.1. 开展学科研究编制教学案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指导，立足中国当前实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整理、编制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形成教学案例库，以此贯彻落实“两性一度”要求[4]。在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上，收集、研究、

整理历史人物、历史典故、历史名篇、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素材，编制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既用案例解

析博弈论的理论知识，又用博弈论的原理解读案例，大量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博弈事例，分析其中的博弈

原理，鉴赏先贤智慧。在与当前实际结合上，大量引用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现象，用博弈方法去分析、

解读、指导实际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蕴，用先贤智慧为当前实际问题

提供方向性指导。在两结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用博弈方法和思维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润物

无声地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4.2. 开展教学研究融入教学过程 

渐进融入法，包括讲授知识→演示方法→叙述事例→探究成因→剖析原理的五大步骤。从讲解博弈

理论知识入手，用示例演算展现博弈分析方法，然后转入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事例，如历史人物、

历史典故、历史事件以及诗词歌赋等，通过分析事例形成产生的原因培育学生解读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

能力，通过提炼事例背后的普遍原理潜移默化地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施渐进融入过程中，及

时调动少数不愿意说话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更自信，更乐于表达，更善于表达；及时控制好节奏，集

中讨论议题，流畅过渡到下个步骤；及时把握好方向，防止学生自由讨论跑到其它话题，纠正回到正能

量方向，欣赏吸收闪光品质。由此形成的五步渐进融入，浑然一体，步步递进，把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到教学过程中，从理论知识自然过渡到实际问题，从知识传授深化到能力培养，全过程升华到价值塑

造，全面实现育人目标。 

4.3. 开展课程研究重构教学体系 

课程研究是教学质量的保证，是教学改革的基础。要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必须开

展深入的课程研究。一是研究课程本身，对课程知识、理论、方法及其逻辑走向、全貌体系有深刻把握；

二是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对相关的人物、事件、思想、哲理等有充分认识。然后，有机结合两方面，既以

课程内容原理分析讲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思想，又以优秀传统文化分析解读课程内容的原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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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辉映，相互印证，双向推进。在充分把握课程内容基础之上，采取研究式教学，深入研究课程内容，

重新组织教学体系，编撰每个教学单元，而不是照着教科书从头到尾讲一遍。打破传统的章节编排束缚，

遵循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课表进程节奏，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教学单元体系。这要求修订培养方案，革

新教学大纲，重构教学组织。每个教学单元是独立完整的一次课，克服了传统教学必须断章断节的缺点。

每个教学单元以价值塑造为引导，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在知识传授中潜移默化地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锤炼分析解读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有机融合传授新知、淬炼能力和塑造价值的三维目标。 

5. 结语 

博弈论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必开课，也是面向所有专业的通识课，其课程思政教学具有涉及面

很广的影响。根据教育部新时期进行一流课程建设和课程思政教学的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两个结合”为指导，提出建立案例库、实施渐进融入、重构教学体系的博弈论课程思政

教学总体思路。再以“承诺行动视角的唐伯虎解读”为例，庖丁解牛，详细阐释博弈论课程思政教学的

典型案例，包括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组织、教学效果和教学反思等，以举例具体说明结合优秀传

统文化的课程思政案例开发，承诺行动教学单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实施渐进融入法的讲授知识、演示

方法、叙述事例、探究成因和剖析原理等全过程。由此总结提炼出可推广借鉴的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做法，

包括编制结合传统文化的教学案例、夯实渐进融入的教学过程和以课程研究重构教学体系等，以供推广

借鉴。由于博弈论是经济管理专业必开的专业课，也是面向所有专业的通识课程，这些经验做法适用对

象广泛，可以推广应用到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具有较广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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