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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专业运筹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左元斌
(盐城工学院经管学院，江苏盐城224003)

摘要：目前管理类专业运筹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着教学目的不明确、内容选择不当、教学方法不够

灵活等问题，故应努力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动机，教师也应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

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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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筹学课程的特点及作用

“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是一门新

兴实用型学科，它主要以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

管理问题，将工程思想和管理思想相结合，应用系

统的、科学的、数学分析的方法，通过建模、检验和

求解数学模型等手段，研究各种系统的优化途径

和方案，为经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是众多高校经

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

运筹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以理论教学为

主。配合着实践教学这一重要的辅助手段。这就

要求在教学中，既要重视运筹学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提高学生运用运筹学方法构建优化决策模型

的能力，又要培养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

以更加新颖、有效的教学手段实现教学目标。同

时，运筹学又是--11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专业课

程，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专

业都开设这门课程，因此，“运筹学”课程必须兼

顾各相关专业的教学和实践要求，强化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技能的训练。对比较成熟

的分支，要做到概念准确、原理清楚、方法熟练，培

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在计算机上应

用各种优化软件包熟练地操作，解决工商管理中

存在的实际应用问题。

二、运筹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运筹学具有上述特点，加之各高校的具

体情况不同，因此在运筹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

容易出现以下一些问题和不足：

1、教学目的不够明确。每门课程在制定教学

大纲中都应明确规定它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

用，以及它应完成的任务。这就是课程的教学目

的。那么，管理类专业运筹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应

该是什么呢?是运筹学的数学理论，还是运筹学

的实际应用。目前，多数运筹学课程的教材存在

着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罗列了一大堆定理、公

式和算法，很少有运用运筹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案

例。因为这些教材的编者往往理论知识比较丰

富、逻辑推理讲究严密，缺乏实际的工程应用背

景。基于同样的原因，有的老师热衷于讲授运筹

数学的深奥，迷恋于数学模型的复杂和数学方法

的精巧，而忘记运筹学的原有特色，忽略了运筹学

多学科的横向交叉联系和运用运筹学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使得学生只会按照规定的模式算题，

而不善于处理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

2、教学内容选择不够恰当。运筹学课程包括

若干分支，而教学计划安排的教学课时数又是有

限的。一般本科院校管理类专业大约安排48或

72课时，所以教学中不可能囊括运筹学的所有分

支。不同专业的学生应如何选择教材和教学内

容，以满足教学需要是应认真加以分析和选择的。

目前，许多高校在运筹学教材和教学内容的选择

上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甚至存在着教材因人而

定，教学内容因人而选，实验课因人而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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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运筹学是一门综合性

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而目前许多高校的授课老

师大部分是从数学或其它专业中调整过来的，缺

乏正规的、系统的运筹学教育和训练，他们在授课

时，大多采取的是讲授法，教学手段不够灵活，考

核方法比较传统。由于扩招等因素，在校生数迅

速增加，高校普遍采用大班授课，教学中师生联系

方式单一，互动性差，教与学信息反馈不及时，学

生在课后自学和做练习中，随时会遇到各种问题，

因无法及时与老师交流而使问题成堆，致使后续

内容的学习愈加困难，甚至产生畏惧心理，不想进

一步钻研‘11。

三、运筹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I、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动机。著名教育

心理学家和教学设计专家加涅认为。有效的学习

必须要有学习的动机，这是整个学习的开始阶段。

学习动机具有以下三种功能，激活功能、指向功能

和强化功能。当学生对于一门课程具有强烈的学

习动机时，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来学

习这门课程。否则，则会产生畏难情绪，不愿学

习。为了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师在第

一堂课的绪论教学中就要介绍好运筹学产生的背

景、运筹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搏奕中的应用、运筹学

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要让学生认识到本门课程

对未来从事管理工作是有重要作用的。教师在平

时教学中可以结合管理科学的前沿，介绍一些最

新的发展动态，如供应链管理、ERP等，使学生认

识到管理科学的最新发展大多都运用了运筹学做

工具。另外教师可以结合迁移理论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运筹学是运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在数学与管理中搭起了一座

沟通的桥梁，与其它管理专业课程相比，虽然知识

迁移跨度大，学习难度也相应增加，但学生可以学

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

培养和发挥，以此来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精选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果。首先应考

虑到运筹学课程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为学生打牢

理论基础；其次，运筹学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应突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应以“掌握理

论、强化应用、突出能力”作为运筹学课程的培养

目标，努力做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阶梯难度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管理类专业在高校通常是文理

兼收的，而运筹学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大多管理类

专业都要开设本门课程，但不同专业对学习运筹

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同时各专业掌握的基础知

识也差别很大。考虑到这种差异，对开设过高等

数学课程的工科专业学生，可重点培养学生推理、

建模与计算的能力。对没有开设高等数学的文科

专业学生以介绍运筹学模型和应用管理软件解题

为主，着重培养学生应用运筹学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文科专业的学生因

数学基础不足对运筹学的畏难情绪，又保证了工

科专业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运筹学教材的选取上，管理类专业应尽量

避免像清华大学出版的理论性、逻辑性较强的教

材，而应选择像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的《管理运筹

学》，这类教材通俗易学，又附有应用管理软件。

在授课内容的选择上应有所侧重。运筹学的分支

很多，各个分支自成体系，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每个分支解决的问题，建立的模型，解题的方法截

然不同，面对这么多的内容，凭有限的课时是无法

讲完的，应有所侧重的选取授课内容。一般管理

类专业的学生线性规划、目标规划、整数规划、动

态规划、图与网络分析等教学内容是必选的。

3、改革教学方法，重视能力培养

(1)采用互动的授课方式。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其自身的学习态度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必

须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激发他们的学习热

情。在运筹学授课过程中要坚持启发式教学，可

适当地进行师生角色的转变，给学生走上讲台的

机会，尤其是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讲解部分

章节，教师作为学生听课，师生之间呈现为互动式

学习。这样不仅让学生们参与到教学中来，还促

使他们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得以进一步的探

讨。同时，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发表自己

的观点与想法。

(2)适当运用多媒体课件。运筹学课程存在

内容、理论、方法、步骤多的特点，运用多媒体课件

教学是必须的。但多媒体课件相对于传统的板书

授课既有利亦有弊。“利”体现在能显著加快教

学速度，减少教学难度，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果，如对于线形规划问题的图解法、动态规划问

题、网络最大流问题等内容的讲授，通过制作多媒

体课件，能减少大量重复过程的书写，并通过动画

效果、交互按钮等工具将问题化繁为简，使之生动

形象；而“弊”则体现在课件的放映切换无法确保

问题求解的连贯性，运筹学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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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过程长、步骤多、前后衔接性强的问题，如单

纯形法、运输问题的表上作业法等，由于每张幻灯

片的内容篇幅有限，频繁地切换易于让学生眼花

缭乱、应接不暇，难以有停顿思考、消化吸收的时

间。所以多媒体教学的实际效果及学生摄取的知

识量未必同步增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辅

助教学，应遵循“用之有度、用之有时、用之有效”

的原则。根据讲授内容的特点编制和选择课件，并

与传统板书讲授进行有机的结合，最大限度地使

用信息和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3)积极引入案例教学。运筹学是用定量的

方法处理实际问题，然而，实际问题往往具有复杂

性和多样性。通过开展案例教学，学生不必走出

校门就能身临其境。同时，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也

能从中获得启发与经验，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

在运筹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案例的

选择与设计，其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管理案例，必须

具备相应的条件：第一，案例中应有有效数据和无

效数据，规范数据和部分不规范数据，设置必要的

数据陷阱，训练和培养学生对于数据资料的识别、

分析及整理能力，提高对有效数据的敏感性。第

二，应围绕建立运筹学模型这一目的，培养学生对

建模三大要素的理解，即决策变量、目标函数及约

束条件的深入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第三，不

仅要设计有引导学生对正确求解运筹学模型的方

法的选择。还要培养学生对计算结果进行合理性、

可行性分析和判断。在结合案例教学的同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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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好上机实验环节。实现上机实验课与

理论教学课的有效结合，必须正确界定上机实验

的内容、时间和进度，实现完美搭配与协调。运筹

学主要解决复杂系统的优化问题，涉及的变量多。

约束条件复杂，特别是在线形规划、动态规划等问

题的求解运算中，繁琐的计算步骤与冗长的过程．

难以保证运算结果的准确。此时，通过穿插进行

上机实验，借助计算机相关的管理软件(如QSB。
DSS或Matlab6．5等)求解，可使学生从大量的

繁琐计算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建立模型、熟悉

算法和分析优化上，以进一步巩固理论课上所学

的基本原理与知识。

(5)改进考核考查方法。通过改革考试方

式，引导学生从应试学习向提高综合素质和应用

能力方面转变。采取鼓励学生参加数学建模大赛

和社会实习，提高实践能力；鼓励学生阅读各种文

章，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际案例，对感兴趣的问

题运用数学建模，为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撰写毕

业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改革传统的试卷考试

方法，尝试采用1：3：6的考核记分法：即平时作业

成绩占10％，案例分析或上机实验成绩占30％，

期终考试成绩占60％，以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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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of Management Speciality

ZU0 Yu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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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ch problems
ills indefinite teaching aims，improper teaching materials，rigid teaching methods exist in current opera．

tional research curriculum of management speciality．Hence，teacher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make students clear about their

learning bojectives and switch to right motivation．Apart from that，teachers should also select teaching materials carefully and

improve thier teaching methoddogy SO衄to enhance thei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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