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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知识点的“交通运筹学”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①

李昕光，王红梅，邓红星，张文会
（东北林业大学 交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１５００４０）

摘　要：针对交通运筹学的课程特点和授课现状，对授课内容作了调整，建立了交通运筹学的核心知识点体系，并进
一步给出了快课视频的课上和课下的使用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授课模式，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教学改革的深度融合，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交流讨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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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运筹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管理、制造、军事等诸多领域，是一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

三者相联系的边缘科学。交通运筹学是国内高校交通运输、管理工程等多个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其地位在各专业知识结构中十分重要。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中提出，高等学校要不

断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改革的相互融合，逐步普及专家引领的网络教研，提高教师网络学习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国内很多高校都开展了信息技术与教学改革相互融合的教研工作［１－２］，

其中翻转课堂的应用和研究开展最为广泛［３－４］，颜姣姣、胡廉民、赵兴龙等在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中的应

用方面积累了很多相关经验［５－７］。

１　课程教学内容的重新构建
“交通运筹学”是一门定性分析（如建立数学模型）与定量方法（如求解数学模型）相结合的综合应

用科学，广泛应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数学方法，解决实际中提出的专门问题。不同专业所开展的运筹学

教学的侧重面也是不同的。在交通运输工程领域，运筹学主要研究交通运输系统运力优化、道路网络模

图１　交通运筹学授课内容

型化、车辆的合理调配、运输企业经济分析

与决策、车辆及乘客排队模型分析等。

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内容大多偏重管理

领域，不是十分适用于交通运输专业的学

生，因此，应根据交通运输类专业的培养方

案，重建教学内容，增加运筹学在交通运输

领域应用的案例教学，而将运筹学教材中与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物流技术”等课程重

复的部分去除，增加学生的上机实践环节。

具体的教学内容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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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交通运筹学核心知识点体系的建立
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之前，应明确制作成片断视频的知识点体系，如果快课视频都是一些零散

的视频片段，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模块化的视频库，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学生学

习时也会缺乏方向和指导。因此，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改革时，制作快课视频必须以核心知识点为依据

展开。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依据教学大纲，充分体现课程的重点知识、难点知识以及学生

易于混淆的地方，构建了交通运筹学的核心知识点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交通运筹学核心知识点体系

课程章节 核心知识点１ 核心知识点２ 核心知识点３ 核心知识点４ 核心知识点５

线性规划 基本解 图解法 四种解的形式 普通单纯形法 矩阵公式

对偶理论 对偶模型 弱对偶性 互补松弛性 对偶单纯形法 灵敏度分析

整数规划 分支定界法 割平面法 隐枚举法

目标规划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 正负偏差变量 图解法 单纯形法

运输规划 运输规划的数学模型 最小元素法、差额元素法 闭回路法 匈牙利法

网络模型 加边法、破圈法 迪克斯区拉算法 增广链 福特－弗格森算法

排队论 排队论的基本概念 排队系统的常见分布 单服务台模型

３　核心知识点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做法
针对多年教学过程积累的经验、课程的教学特点和目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炼出运筹

学的核心知识点体系，然后按照核心点体系进行快课视频制作，并投放到课程网站，课程网站同时还为

学生提供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评分标准和参考书目等内容，使学生对将要学习的课程的内容、特点

以及进度安排比较了解。

在课堂学习时，适当引入一些快课视频让学生课前观看，课堂上再由老师归纳总结。例如第一章线

性规划中有一个知识点为基本解，由于此部分内容的基本概念非常多，很多概念又相近，如果整节课都

讲述这些基本概念，学生很可能在教师讲到这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时，注意力已经转移，授课效果不好，

在教学过程中也确实发现此处概念学生混淆不清。针对这一现象，就可以把基本解这个快课视频让学

生提前观看，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总结和分析，这样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并且使学生

的自学能力得到锻炼。同时，学生根据课程的知识点体系可以清楚地了解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复习

时某个知识点出现问题，还可以到课程网站进行反复观看学习，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４　结语
本文对交通运输专业的“交通运筹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构建，依据教学内容以及多年教学

研究的经验建立了课程的核心知识点体系，根据核心知识点体系制作相应的快课视频，并投放到相关网

站供学生下载观看，鼓励学生自主完成核心知识点的学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

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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