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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师资力量约束条件下《博弈论》课程的教学设计的探讨 

熊一凡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芜湖 

【摘要】《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专业主干课程在财经类院校的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该课程因其理

论上高度抽象的特性对教师的专业知识有着较高的要求。在一般非重点院校的财经类专业中，可以开设这

门课程的师资力量通常比较有限。而这门课程面向的专业众多，许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基础的学生都会

学习这门课程。所以在这些院校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教师同时开设几门不同课时、不同教学难度的博弈论课

程。针对如何就授课对象进行教学设计从而做到因材施教，本文根据博弈论理论特点提出了两条路径：教

学内容模块化和教学内容分层化，并利用 P-完美竞赛博弈的教学实例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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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ame theory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s. Because of its highly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this course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ordinary colleges, the 
faculty of this course is usually limited, while the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that took the course are diverse, which 
leads t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mited facul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paths: modular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stratific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makes a specific analysis 
by using the teaching example of p-beauty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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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博弈论》课程简介 
《博弈论》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其

研究一定情境下多人之间互动性的决策问题。著名

经济学家 David Kreps 对博弈论做过一个非常精准

的概括：“博弈论是有关情境的知识。博弈论就其

本质而言，是研究人的决策，我们无时无刻不面对

决策。博弈论的基本前提在于，决策的正确与否，

什么是最优选择并不仅仅依赖于自身的行动，更在

于所处的情境。”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obert 
Aumann 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博弈论是互动的决策

科学。所谓互动就是指这个情境的参与者的行动和

决策会互相影响。因此我们要做出最优的选择，必

须要考虑对手的行动和反应、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

以及相互影响。”简而言之，在一个博弈中的参与

人需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取决于其对手是谁以

及这些对手在做什么，会做什么。《博弈论》教学

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对博弈理论和实例的学习，使

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人们在相互影响下是如何决策

的，以及人类社会中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旨在让学

生了解博弈论的基本概念，掌握博弈论分析的基本

方法，能用博弈论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进一步来说，学生从这门课的学习中能够收

获一种新的处事和思维方式——制定决策不是以考

教条，而是去认识自己的对手，理解对方的行动逻

辑，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来

考虑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换位思考。 

作者简介：熊一凡（1987-）男，安徽芜湖，讲师，主要从事社会网络分析，博弈论，合约理论等方向研究。 

https://ije.oajrc.org/�


熊一凡                                                   针对师资力量约束条件下《博弈论》课程的教学设计的探讨 

- 36 - 

2 师资受限条件下《博弈论》课程教学中的主

要问题和解决对策 
《博弈论》这门课程的开课对象除了经济类、

管理类以及其他商科专业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之

外，也可面向经济理论工作者、企业经营者、法律、

政治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等群体。不同的受

众群体意味着学习对象不但在学习基础和知识背景

上存在差异，其学习目的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很多

经济管理类院校的升学考试的专业课对博弈论的知

识有所涉及，本科生学习博弈论很重要的一个动机

就在于应对升学考试。主要生源为经济理论工作者、

企业经营者、法律、政治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

者的 MBA 工商管理类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习这

门课则更多于启迪思维、利用博弈论的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而对于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博弈论的知

识则可以作为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分析工具。 
受众群体学习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教师在教授

《博弈论》时不能一招鲜吃遍天，而要根据学情来

选择相适应的教学内容。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对

于《博弈论》这门课程学习目的差异，高等院校在

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会根据不同教学对象设置不同的

课时。而在一般非专业类院校，可以完整讲授这门

课的师资力量比较有限。通常一个教师需要同时完

成面向上述三类学生群体的博弈论教学工作。对于

教师的课程准备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

文认为在师资受限的情况下《博弈论》这门课程的

课程设计工作应该围绕以下两点进行： 
第一、整体内容模块化。通常应用于现代经济、

管理学中的博弈论按照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时序进

行分类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所谓静态博

弈既是博弈中所有参与人同时做决策，而动态博弈

则是参与人先后做决策。而按照参与人所掌握的信

息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所谓

完全信息既是参与人从每个策略组合中的收益为

“共同知识”（有时候完全信息也被描述为参与人

的类型信息为“共同知识”，参与人的类型决定了

其从博弈中获得的收益），而不完全信息则指的是

某些参与人的收益不为“共同知识”（或某些参与

人的类型具有私人信息——只有其知道自身的类

型，而其他对手不知道）。因此《博弈论》课程可

以据此分为四个模块：模块①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模块②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块③不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模块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四个模块之

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在确保完成模块①教学的前

提下，根据课时长短选择剩余三个模块中的一个或

几个进行教学不会对课程内容的完整性造成太大影

响。相对而言完全信息博弈的相关概念较为直观，

实际中的例子也更为普遍，而不完全信息博弈一方

面会涉及到概率论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其均衡概

念较为抽象。因此如果是短课时或是面向非全日制

学生的教学可以只选择前两个模块的内容。而长课

时、特别是针对学术型研究生的课程则可以选择讲

授全部四个模块。如果授课教师只准备在静态博弈

上有所深入，也可以选择模块①和模块③组织课程。 
第二、知识点分层化。博弈论这门课程的内容

在难度上有着极大的跨度。博弈论最早属于数学的

一个分支，其基本理论与概念具有数学这门学科高

度抽象的特点。随着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引入到经

济学博弈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其被广泛应用于解

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问题发展结果等方面。这就

为这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大量关于实际经济问题的

例子。此外许多现实生活中的游戏、活动、比赛本

质上也是人们之间的博弈。比如“石头、剪刀、布”

的游戏、象棋或围棋等棋类项目、足球比赛罚点球

罚球队员和守门员之间的博弈等。这就使得即使不

追求基础理论知识的严谨性，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

实例教学使得学生大致把握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和思

想。因此教师可以将每一个知识点划分成以下难度

逐层上升的三个层次：层次①领会博弈论的思想，

能够识别一个情境是不是博弈，进一步来说属于哪

种博弈，利用均衡概念预测一个博弈可能发生的结

果；层次②用数学方法重新描述博弈均衡的基本概

念，会使用相关概念去分析一个具体博弈的均衡；

层次③理解并掌握博弈论的一般原理和概念，深入

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在理论知识的教学中，

针对学生的知识背景也可对要求分层进一步细分。

在两人的博弈的框架下讲授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就要

比在一般的多人博弈中讲解要容易。在两期动态博

弈中讲授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比在一般的多阶段动

态博弈中讲解要更直观。授课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背

景选择在特例还是一般框架下选择例子和讲解基本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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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案例 
下面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教学案例来进一步阐

述如何对一个知识点分层。“P-完美竞赛博弈”是

一个在行为经济学中被进行了大量实验的博弈。该

博弈的具体内容如下：n 个参与人同时从 1 到 100
之间选取一个整数，将所有参与人选取的数字相加

取平均并乘以 P 倍（其中常数 P<1，通常取三分之

二），所得数值记为 Z。所有参与人中选择的数字

与 Z 最接近的参与人为获胜者，获胜者并获得一定

奖励，若获胜者超过一人，则奖励在获胜者之间平

分。这也是该博弈被称之为 P-完美竞赛的原因——

并非选择最接近均衡的参与人获胜而是最接近均值

P 倍的参与人获胜。 
该博弈一般被用于解释“重复剔除严格劣策略”

的整个思维过程。所谓严格劣策略既是对于某个参

与人的某个策略来说，无论其他参与人选择什么该

参与人总可以通过选择另外一个策略以获得比该策

略更高的收益，那么该策略就被称为这个参与人的

一个严格劣策略。理性的参与人（以收益最大化为

目标）一定不会采取严格劣策略。更进一步来说，

如果每个参与人都能意识到别的参与人是理性的，

那么每个参与人都应该预期其他参与人不会采取严

格劣策略，于是这些严格劣策略就从参与人的策略

集中被剔除了。一旦对手的一些策略被剔除，那么

对于其他参与人来说就可能会产生新的严格劣策

略。如果参与人的理性足够强（理性是共同知识），

那么提出严格劣策略的过程就能一直重复进行下

去，直到所有参与人都不存在严格劣策略。 
在“P-完美竞赛博弈”中，所有理性的参与人

应该意识到大于等于 67 的选择一定是严格劣的，因

为无论其他参与人怎么选，所有参与人选择数均值

的三分之二一定不会超过 67，所以 67 以上的选择

一定严格劣于选择 66 这个数（虽然 66 这个选择不

一定是最优的）。而如果参与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他们会进一步推断所有人的选择不应该超过 66
的三分之二，也就是 44，如果所有参与人足够理性

（不仅自己在做选择是理性的，而且预期到其他参

与人也是理性的，并且进一步的预期到其他参与人

可以预期所有参与人是理性的，依此类推），这个

每个参与人缩小自己合理选择范围的过程会一直持

续下去，直至所有参与人都选择 1。这是该博弈在

理论上达到的结果，但实际上人们的理性没有这么

完美，并且人们对其他人理性的程度也充分的信息。

因此在实验中人们参与这个实验时几乎不可能都选

择 1。 
这个实验在课堂上十分容易进行，具有很强的

可操作性。并且根据作者的教学经验该实验会有非

常好的课堂效果。教师可以先不讲解该博弈以上理

论分析的结果，而是让每位学生都作为博弈的参与

人来进行这个游戏。授课教师可以让所有学生在事

先准备好的纸上独立写上 1 到 100 之间的一个整数

（如果使用数字教学终端则在教学终端输入 1 到

100 之间的一个数字），收集完所有学生写的数之

后统计结果、计算均值，然后按照博弈的规则确定

获胜者并提供一定的奖励。在游戏结束后，教师可

以向做出不同选择的学生进行提问，让其解释做选

择时是如何思考的。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做出相应

的评价，最后引出理论上的分析过程，从而加深学

生对重复剔除严格劣策略整个过程的理解。通常来

说第一个层次的教学到这里就基本完成了，教师根

据学情可以再做细微调整。到了第二个层次的教学，

教师应该不仅仅停留在向学生简单讲授该博弈的思

维过程，而是使用数学语言严格证明该博弈重复剔

除严格劣策略的结果。相较于第一个层次，第二个

层次的教学对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进行

了更多的训练。针对该博弈的第三个层次的教学设

计应该进一步从这个例子中抽象出一般规律。证明

所有参与人选择 1 还是这个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

—当其他参与人选择数字 1 时，每个参与人都没有

动机不选择数字 1。据此引出“重复剔除严格劣策

略”和“纳什均衡”之间的关系——所有的纳什均

衡策略都不会被重复剔除严格劣策略所剔除。相较

于直接讲解这个命题的证明，经过“P-完美竞赛博

弈”这个例子的铺垫之后，学生会更容易领会到证

明里数学构造背后的直觉。 
这三个层次在教学难度和对学生的要求上是层

层递进的。当课时充足、学生基础较好时，授课教

师可以按照这三个层次循序渐进的进行教学。如果

课时不充足，但学生有一定的基础（比如某些专业

的学术型研究生，但《博弈论》不是核心课程，安

排的课时数较少），那么可以放弃第一个层次，只

围绕二、三两个层次进行教学。如果课时充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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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基础比较差（比如本科生），那么可以放弃第

三个层次，只进行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教学。如

果课时很短，而教学目的只是向学生快速传递博弈

论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比如授课对象为非全日

制的 MBA 工商管理硕士，博弈论一般作为某些如

管理经济学这样课程中一个章节的内容），那么授

课教师只选择第一个层次进行课堂教学也可以取得

不错的效果。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博弈论》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内

容的简单介绍，提出了一般院校开展这门课程时可

能会存在的问题——有限的师资与面向不同背景、

同时开设不同学时和难度课程的矛盾。利用博弈论

其理论本身的知识特点和知识结构，本文提出了解

决这一矛盾的两种途径：教学内容模块化和教学内

容分层化。既是一方面按课程内容将《博弈论》分

为四个教学模块，依照授课对象选择性教学；二是

按照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每个模块、每个知识点进

行分层，根据课时安排和学生背景选择教学时达到

的层次。本文《博弈论》这门课程教学设计的一个

探索，作者希望本文可以给从事博弈论教学相关工

作的教师在面临类似矛盾时提供一个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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