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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工科以应用为主，专业课程实践性强，主要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理论，导致思想政治融入受学时有限和切入点影

响等问题，基于课教学经验与教学改革探索成效，以“运筹学”课程思政实施为例，针对工科专业课程特点，探索如何在专业知识

模块引入相应思政点。提出了基于故事案例的情感引导、课间黄金10分钟的潜移默化影响、引入反馈机制依据效果进行思想政

治融入调整，以及团队智慧设计融入点等模式，为工科课程思政设计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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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到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这是团委、学工部及政治课教师等同人的重点工

作，而专业教师完成知识传授即可。实际上，思想

政治教育无处不在，很多专业教师也一直在践行

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缺乏系统性。为

实现全方位与全程协同育人，将思想政治融入课

堂，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综合素质培养和专业

知识教育的“三位一体”，需要协同教育［1］，需要在

“大思政”格局下，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育体系

的各阶段、各部分及各环节［2］。

课程思政是要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结

合，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做到知行合一［3-4］。但在专业课程中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专业教师非

常熟悉专业课程的知识体系，但对课程体系内

蕴含的思政资源认识则相对薄弱［5］。其次，很

多专业课程课时紧张，如何在不影响正常课程

内容的情况下融入思政元素的设计显得极为重

要。最后，如何让立德树人做到“润物细无声”

也是专业课思想政治的关键［6］。为此，需要以

学生为中心、以需要为引领、以问题为导向，探

索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

针对“运筹学”课程思政，已有引入运筹学大

师经历开展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探索，也有基

于古典运筹思想萌芽案例的民族自信感与使命感

培养［7-8］。但要想让专业课程在完成传授知识和

提高实践能力的同时突出育人价值，还需要探索

更多的模式与方法。厦门大学工科“运筹学”课

程自2000年建设以来，曾被确定为学院精品课程，

其“动态规划”课件还获得了“2010年全国高等

学校计算课件评比一等奖”，近年来得到本科一流

课程、在线开放课程及课程思政等项目支持。此

外，团队教师一直致力于教学改革，获得过福建省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中国自动化学会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1项，以及厦门大学教学成果奖多项，在

教学方法改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此，我

们基于多年从事“运筹学”课程教学与教育教学

方法改革探索的经验，从思政点引入形式及方法

多重化、资源多样化和主体多元化等多角度进行

了课程思政探索，并开展了实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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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具体举措

授课过程始终秉持协同教育理念，充分挖掘有

利于课程理论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合传播的资源

与途径，丰富课堂文化与形式，充分利用课间黄金10

分钟，并结合系统论思想引入反馈机制，做到持续改

进。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与措施如图1所示。

图1 “运筹学”课程思政方法与措施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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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实际案例激发学生的思想共鸣

从课程的绪论入手，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实现

爱国思想政治内容的传授，引入视频、故事等多元

化题材形式，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科学家的科学

探索精神、爱国情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文

化融汇其中，很自然地激发学生对科学家的敬仰，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科学的热爱之情。

例如，运筹学概念虽然是由英美科学家提出

的，但通过1981年美国军事运筹学会出版的书中

第一句话所述“孙武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军事运筹

学的实践家”，从而引出运筹学在中国古代的起

源。通过田忌赛马（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丁渭

修皇宫（1015年）、泽国长堤（1056年）及都江堰水利

工程（公元前256年）等众所周知的案例，让学生了

解祖先们利用运筹学解决问题的历史。

（二）典型人物与应用案例结合的科技探索启发

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广泛搜集与运筹学有关

的典型人物案例，展示他们在关键技术方法上的

突出贡献，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向往和对科学

家的爱戴。具体案例穿插于课程具体章节，如我

国科学家华罗庚的统筹方法、王元的排队论、万哲

先的图上作业法、许国志的组合最优化、吴文俊的

博弈论与对策论，以及管梅谷的中国邮路问题等。

在课程绪论中，以“基本理论—团结一致—寻求创

新—科技攻关”为主线给学生以整体引导，使学生

认识到科学家针对实际问题探索发现而最终产生

了某个学科。

（三）利用课间黄金10分钟，以视频引导学生

增强民族自豪感

自2003年“运筹学”开课以来，一直坚持在每

个课间10分钟播放钱学森先生视频及央视探索

发现制作的8集电视人物传记片《华罗庚》。钱

先生赶赴海外求学，在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后，始

终坚持活学活用及理论与实践互融互通思想，通

过他的科学探索精神、永无止境的求知欲望和爱

国情怀，启发学生对老一辈科学家的认识与尊敬

之情。

（四）基于反馈机制的持续改进提升

基于教师的系统工程学科背景，引入动态反

馈调整机制，在专业知识与思政点融合教育探索

过程中，不断根据教学效果进行调整更新，以获得

最佳效果。通过思政点融入问卷调查、现场交流

及学生对教师授课评价等方式，获得学生反馈，进

一步改进融入方式，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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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集体智慧的思想碰撞设计融入点

组建课题组，并邀请其他相关教师，例如，邀

请经验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团委工作人

员参与课程章节的知识点与思想政治映射点如何

融合的定期讨论。同时，积极参与各种思想政治

教育教学活动，听取并学习有益经验。针对运输

问题，可以启发学生思考从传统运输到现代物流

至智慧物流的发展演变关系，延伸至物联网与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在让学生了解我国运输

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

（六）资源多样化、主体多元化与方法多重化

的协同教育

除上述介绍的故事、视频等案例资源，还可提

供延伸阅读材料，设计适当的思考题，引导学生在

学习科学家探索精神的同时，加强对专业知识的

理解。例如，设计阅读理解题：阅读《梦溪笔谈·导

水治堤》，结合课上讲到的中国古代、现代及二战

的例子，用一段话总结对“什么是运筹学”的理解。

除教师讲授外，也可以设计留有悬念的作业，如针

对纳什与他所建立的博弈论相关理论，课堂展示

从电影《美丽心灵》中剪辑出的纳什在酒吧中灵

感闪现的片段，再请同学们课后看完整部电影，并

研究纳什的理论，在下次课中留出10分钟请同学

进行分享与讨论。

（七）适当引入时事，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引入时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例

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我们在课堂上

提到当代各领域科技先锋携手努力共克时艰，让我

们意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和中华民族紧密相连，我

们应该用知识和本领报效祖国。在2021年国际大

形势下，我们国家面临很多“卡脖子”科技问题，如

芯片和尖端晶片，需要我们有扎实的基本理论和技

术，才能不断寻求创新，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二、思政点引入示例

（一）专业知识章节

对于各专业知识点，除了日常每次课程后的

作业，要求学生及时保质保量在不抄袭的情况下

完成，以培养守时、诚信品德。此外，每个章节里

面也有一些思政点可以融入，例如，第一章线性规

划中各种案例分析均是为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可以启发学生对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

强化“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的国家

战略思想。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构建过程中，还

涉及学生工程素养培养的一些关联点，如工程素

图2 “运筹学”各章节与对应思政点的引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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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要求学生：（1）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并能分析和

解释数据，能发现和解决工程问题；（2）协同作战；

（3）有效沟通与交流；（4）具有社会责任感。而在线

性规划解决实际问题建模过程中，也涉及上述内

容。此外，具体到每个知识点还可以潜移默化地

引入一些思政点，具体设计如图2。

（二）绪论

一门课程的绪论不仅能让学生了解课程的前

世今生，也能让学生把握方法发展脉络。由于运

筹思想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史记》的“运筹帷

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因此，在绪论部分，可以

通过大量实际案例开展思政点导入。本文教师团

队经过长期实践与多次讨论和改进，构建了绪论

的思政元素融入设计，包括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

运筹思想萌芽。如田忌赛马的创新思维、田忌领

兵的教条主义、泽国长堤的统筹规划、丁渭修皇宫

的事物联系、围魏救赵的优势利用、减灶之法的方

法运用、沈括运粮的决策分析、都江堰水利工程的

系统思想等；现代中国广大爱国科学家对运筹学

的引入与推广工作，如吴文俊的对策论、王元的排

队论、华罗庚推广优选法、钱学森排除万难回国、

万哲先的图上作业法等；还有二战期间英美在对

抗法西斯势力中运用运筹学开展战事设计等，从

不同角度培养学生的爱国、责任担当等品质。

结语

课程思政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能立

竿见影，不同课程的融入方式也各有不同，需要我

们不断探索。本文在团队长期从事专业课程教学

及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上，初步探索了工科“运筹

学”课程思政建设。实现把思想政治教育之“盐”

充分溶入专业教育之“汤”目标还有较长的道路

要走，需要我们继续砥砺前行，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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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of Engineering Majors

 SHAO Gui-fang, WANG Ying, LIU Tun-dong, TAO Ji-ping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vie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majors, such as the emphasis on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ity, and the methods and theory in solving problems, we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cause of the limited class teaching time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knowledge poi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Taking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course as 

example, and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cours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rodu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module according to our team’s ten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reform results. We put forward several teaching mod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emotion guidance based on story cases, exerting imperceptible influence on students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10 minutes break between classes, introducing the feedback mechanism and making some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and designing integration points based on team cooperation, etc. These method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majors.

Key words: engineering major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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