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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s-border E-commerce Practice 

课程代码 0010082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工商企业管理 一年级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运筹学教程》胡运权、ISBN 
9787302481256、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无 

课程简介 

一、目的 
运筹学旨在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问题，从而为组织和决策者提供

科学的决策支持。 
二、内容 

运筹学是管理类专业五大核心课程之一，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运筹学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方法，在生产管理、工程技

术、科学实验等方面都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是经济学、工学的基础性课

程。运筹学的核心思想是当面临各种决策问题时，如何决策才能有较高的

效率，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化思想，它帮助人们学会如何从实际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基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实际

问题进行数学建模并对模型求解以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 
三、预期成果 

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合理运用各种运筹学的理论和工

具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培养学生系统分析、建模、预测、

优化决策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本课程面向商贸类专业，一年级开设。学习运筹学需要扎实的数学基础、

实践能力和计算机技能。 

大纲编写人  制/修订时间 2024.01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4.01 

学院负责人  批准时间 2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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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学习并理解运筹学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如线性规

划、整数规划、决策分析、随机过程、排队论等。 

技能目标 2 

学会运用运筹学方法解决问题，学习并掌握各种运筹学方法的求解

技巧和应用场景。了解不同方法的优缺点，能够灵活选择和应用适

当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项目，培养学生的问

题解决能力。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3 

感悟运筹学实质、体验运筹学精神、 提升运筹学素养；通过学习

运筹学，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和决策能力，学会对问题进行全面的

分析和评估，考虑多个因素和约束条件，并能够做出科学合理的决

策。同时，培养学生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认识和处理能力。 

三、实验内容与要求 

（一）各实验项目的基本信息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类型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1 线性规划及单纯形法 ② 5 5 10 

2 
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与灵

敏度分析 
② 3 3 6 

3 运输问题 ② 3 3 6 

4 图与网络分析 ② 3 3 6 

5 网络计划 ② 2 2 4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二）各实验项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以及要求 

实验 1：线性规划及单纯形法 

目标：理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基本概念和数学模型；掌握单纯形法的原理和步骤；能够应用

单纯形法解决线性规划问题。 

内容： 

1 线性规划基本概念：介绍线性规划问题的基本定义、符号表示和数学模型。包括决策变

量、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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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性规划的图形解法：通过绘制等式和不等式约束条件的图形，了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可

行域和最优解的几何意义。讨论图形解法的局限性和适用条件。 

3 单纯形法的原理：介绍单纯形法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包括基本可行解、基变量、非基变

量、单纯形表等概念。说明单纯形法的优化过程和迭代步骤。 

4 单纯形法的求解步骤：详细讲解单纯形法的求解步骤，包括初始化、选择入基变量、选

择出基变量、更新单纯形表等操作。引导学生逐步完成单纯形法的求解过程。 

5 单纯形法的数学理论基础：介绍单纯形法的数学理论基础，如可行性、非退化性、最优

性等概念。讨论单纯形法的收敛性和最优解的存在性。 

要求：能够准确地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模型。掌握单纯形法的原理和步骤，能够灵

活运用单纯形法解决线性规划问题。能够分析线性规划问题的可行域、最优解的几何意

义，并进行图形解法的简单推导和解释。 

实验 2：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析 

目标：理解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及其应用。掌握线性规划的灵敏度分析方法。 

内容： 

1 对偶理论的基本概念：介绍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数学模型。包括原始问题

和对偶问题的定义、目标函数、约束条件等。 

2 对偶理论的几何意义：讨论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几何意义，包括原始问题的可行域和

对偶问题的可行域之间的关系。探讨对偶理论的经济解释和应用。 

3 对偶问题的求解：介绍对偶问题的求解方法，包括对偶单纯形法和对偶松弛法等。引导

学生通过对偶问题的求解来验证原始问题的最优解。 

4 灵敏度分析的基本概念：介绍线性规划的灵敏度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包括目标函数

系数的变化、约束条件右侧常数的变化等对最优解和最优值的影响。 

5 灵敏度分析的应用：讨论灵敏度分析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如成本变化、资源约束变化

等情况下，对最优解和最优值的影响。引导学生通过计算和分析，进行具体问题的灵敏度

分析。 

要求：能够应用对偶理论和灵敏度分析解决线性规划问题。 

实验 3：运输问题 

目标：理解运输问题的基本概念和数学模型。掌握运输问题的解法和优化方法。 
内容： 
1 运输问题的定义：介绍运输问题的基本概念，包括供应点、需求点、运输量等相关术语

的解释。讨论运输问题的数学模型，建立线性规划形式。 
2 初始基可行解：介绍运输问题初始基可行解的求解方法，如北西角法、最小元素法等。

探讨初始基可行解的特点和应用。 
3 优化方法：介绍运输问题的优化方法，包括改进北西角法、改进最小元素法、Vogel 近
似法等。讨论这些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4 最优解的求解：引导学生通过运输问题的优化方法，求解最优解。讨论最优解的性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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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包括最优运输方案、最优总成本等。 
要求：能够应用运输问题解决实际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中的具体情境。 

实验 4：图与网络分析 

目标：理解图与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算法。掌握图与网络分析的解法和优化方法。 
内容： 
1 图的定义与表示：介绍图的基本概念，包括节点、边、路径、圈等术语的解释。讨论图

的表示方式，包括邻接矩阵、邻接表等。 
2 最短路径问题：介绍最短路径问题的定义和求解方法，包括 Dijkstra 算法、Floyd 算法

等。探讨这些算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3 最小生成树问题：介绍最小生成树问题的定义和求解方法，包括 Prim 算法、Kruskal 算
法等。探讨这些算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4 网络流问题：介绍网络流问题的定义和求解方法，包括 Ford-Fulkerson 算法、最小割定

理等。探讨这些算法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5 图与网络分析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介绍图与网络分析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如电力网

络、交通运输网络等。引导学生将图与网络分析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提出合理的决策建议

和优化方案。。 
要求：能够应用图与网络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实验 5：网络计划 

目标：理解图与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算法。掌握图与网络分析的解法和优化方法。 
内容： 
1 网络计划图：介绍网络图的概念与性质，包括网络图的基本要素、线路与关键线路，网

络图的类型和双代号网络图的绘制规则与方法。 
2 网络计划图的时间参数计算：介绍网络计划时间参数计算的方法，包括工作计算法和关

键路线的确定。 
3 网络计划的优化：介绍网络计划优化的基本方法，包括工期优化，资源优化和时间-费
用优化。 
要求：能够应用网络计划技术解决实际项目管理问题。 

（三）各实验项目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实验项目名称 

1 2 3  

线性规划及单纯形法 √ √ √  

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与灵敏度分

析 
√ √ √  

运输问题 √ √ √  

图与网络分析 √ √ √  

网络计划 √ √ √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在运筹学课程中，思政教育可以贯穿于整个课程内容中，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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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感。以下是一些思政教育在运筹学课程中的体现方式： 
强调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介绍运筹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应用，强调运筹学决策应

该考虑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通过优化方法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环境污染，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运筹学常常涉及多个决策变量和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协调与合作。引导学生在课程中进行小组合作，通过讨论和交流，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能

力。 
引导思考伦理问题：运筹学的应用可能涉及到利益分配、决策风险等敏感问题，因

此，在课程中应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伦理问题。如何在运筹学应用中平衡各方的利益，如

何进行公正的决策等，都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的话题。讨论运筹学决策可能涉及的

伦理问题，如权衡利益分配、公平性、正义等。引导学生思考决策的道德和伦理考量，培

养他们的伦理判断能力。 
加强实践环节：通过案例分析、实际问题仿真等形式，将运筹学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

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运筹学的价值和应用能力。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将运筹学知识应用于解决真实问题。 
强调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意义：在案例分析或问题讨论中，要强调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意

义，引导学生关注问题对社会、环境、人民群众等方面的影响，加深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

识。 
注重思维方法的培养：引导学生培养系统思考、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等运筹学所

依赖的核心思维方法。通过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分

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综上所述，设计运筹学课程的思政内容，可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能

力、伦理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以形成全面发展的人才。 
 
 

五、课程考核 

总评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X1 20 平时表现   100  100 

X2 30 课堂作业 100    100 

X3 50 期终开卷考核 40 40 2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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