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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数学          课程教案 

编 号：             

授 课 题 目 6.1  二部图(1)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授课时间  学    时 1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材简析： 

本节内容为第六章第一节课：二部图，是从一般图论知识过渡到特殊图论知识的开

端，内容逐步加深。特殊的图来源于实际问题，特殊图论知识最终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

决，课程学习的意义进一步得到体现。 

相比本章后续内容：二部图判断定理 Hall 定理，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本节中二部

图的讨论仅限于无向图，涉及图形并不复杂，概念稍多，概念之间的递进关系很明显，

如匹配，极大匹配，最大匹配，完备匹配，完美匹配等。另外，涉及二部图判定定理 6.1

及简单应用，但对定理证明不做要求，整体来说教学内容难度不大，故教学过程中多以

实例图形说明，帮助学生加深对概念和定理的理解，多练习，巩固所学知识。 

学情分析： 

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学生已具备一般图论的基本知识，为本章学习打下了知识基

础，另外，通过学习前几章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实例，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意义有

了较深的体会，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所以二部图教材内容的学习可以

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完成。 

但是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了解到，班上有意向报考相关资格证、有考研意向的同学

几乎没有，在线上交流平台上，部分同学吐槽对前途比较迷茫，没有明确的目标，课外

活动也不想参加等，学习、生活、工作热情明显下降，上进心不够，针对此类情况，以

匹配，极大匹配，最大匹配，完备匹配，完美匹配等递进关系以及二部图判定定理的实

际应用为课程思政契机，学生体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制定合理的阶段性人生目标。 

考虑到可能会有学生对如何制定阶段性目标感到迷茫，甚至提出质疑，可以鼓励学

生和自己的学业导师交流，甚至可以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与专业老师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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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学习二部图定义，能根据定义观察较为简单的图是否为二部图。 

2、 学习并理解匹配，极大匹配，完备匹配，完美匹配等概念，能对各类匹配进行区分。 

3、 归纳出二部图的判定定理及推论，能应用定理和推论对简单的二部图进行判断，和

一些简单实例问题的解决。 

二、能力目标： 

1、 归纳出二部图的判定定理，提高知识的归纳和概括能力。 

2、 自觉完成课外阅读：完美匹配判断方法-匈牙利算法，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理解 

能力。 

3、 与小组成员讨论各类匹配的判断，提高探究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 

4、 利用定理 6.1 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三、情感与价值目标 

1、在解决案例-干部竞选，如何做到人尽其才？主动参与小组成员讨论，明确各自在团 

队中的作用，体验团队合作的快乐。 

2、对比两组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现状图片，体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学会制定合理 

的阶段性人生目标，成为具有社会服务意识、上进心的有为青年。 

3、重温大一入校时干部竞选时的誓言，点燃激情，提高社会服务意识，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各类匹配的定义及递进关系的理解，定理 6.1 的内容及其简单应用。 

难点： 定义各种匹配所需的条件理解，以及匹配之间的关联 

课程思政：分两步完成 

1、课程思政素材： 

1） 二部图中匹配定义的递进条件。  

2） 大学生学习、生活现状资料图，00 后优秀大学生案例。 

3） 新课引入时案例：干部竞选，如何做到人尽其才？ 

4） 文章：刘玲玲，关于大学生人生规划引导教育的思考与建议[J],高教论坛，2018。 

2、 课程思政切入点：分两步完成 

1）新课讲授环节：匹配-极大匹配-最大匹配-完备匹配-完美匹配递进关系，过渡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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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校和现在生活状态，学习劲头，活动参与的对比，引入到当代大学生阶段性人生目

标树立的意义。 

2）巩固练习环节：引入案例的解决-干部竞选，如何做到人尽其才？  

3、课程思政主要目标 

1）归纳各类匹配定义之间的递进关系，即随着条件的不断强化，最终定义出完美匹配，

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佳二部图，大学生人生亦是如此，随着每个阶段目标的制定与实

现，才能成就更大的理想目标，明确制定合理阶段性目标并努力实现它的重要意义。 

2）对比大学生学习、生活现状资料，00 后优秀大学生案例，受到启发与鼓舞，更进一

步明白付出才有收获的道理，行动起来，制定合理的阶段性目标，做好当下每一件事，

为将来更远大的目标打下基础，实现人生价值。 

3）重温入校时干部竞选时的激情演讲与誓言，以及当选干部后的实际行动，再次点燃

热情，提升社会服务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课程思政实施思路： 

 

 

 

 

 

 

 

 

 

 

 

 

 

教学方式和手段： 

基于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和学情的分析，在各教学环节中，紧靠教学内容，为实现教学目

标，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将采取以下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 

教学方式：讲授、示范、任务驱动、讨论、探究、比较、情感体验等方式相结合。 

教学手段：将现代化教学工具如手机，电脑，投影仪等，学习软件如学习通，微师等，

②依托素材 1），引导学

生归纳、总结等，实现

思政目标 1） 

① 钻研教材，选定素材 

确定目标，选择方法 

③依托素材 2）采取比较，

讨论，启发等方法，实现思

政目标 2） 

④依托素材 3），引导学生

反思，总结，分享等，实现

思政目标 3） 

 

思政素材 

思政目标 

⑤课后拓展阅读素材 4），

观察实际行动，检验和巩固

思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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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流平台如 QQ,微信等，传统教学工具如黑板等，教材及参考书籍等紧密结合。 

教学过程设计： 

主要教学环节： 

 

 

 

 

 

 

 

具体教学过程： 

 

 

 

 

 

 

 

具

体

教

学

过

程 

 

 

 

 

 

 

 

 

教学组织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案例引入 

（3 分钟） 

给出自编案例，引导探讨问题的解决， 并引入新课内

容 

班上四名同学竞选干部： 

班长、团支书、副班长、学习委员。竞聘的四位候选

者分别是小王、小赵、小钱、小孙。小赵竞聘班长和

团支书，小钱竞聘班长和副班长，小孙竞聘学习委员、

副班长，小王竞聘学习委员和团支书。如果四位同学

都竞聘成功，能否使得每位同学担任自己竞聘的职

务？ 

思考：如何安排干部职务最合适？引入二部图的学习

的必要性。 

 

 

 

 

探究 

思考 

讨论 

 

改编案例，贴近学生

实际，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的学

习欲望；鼓励学生思

考，自由讨论，培养

学生探究问题的能

力，顺利引入新课内

容，并未后续课程思

政做好铺垫。 

 

 

 

 

 

新授知识 

(30 分钟) 

 

 

 

 

 

结合图形讲授，指导学生理解 

1、二部图定义及判断 

1.1 定义 1： 设无向图 G=<V,E>, 若能将 V 分成 V1 

和 V2 使得 V1V2=V, V1V2=，且 G 中的每条

边的两个端点都一个属于 V1, 另一个属于 V2, 则称 G

为二部图, 记为 G<V1,V2,E>, 称 V1 和 V2 为互补顶点

子集. 又若G是简单图, 且V1中每个顶点均与V2中每

个顶点都相邻, 则称 G 为完全二部图, 记为 Kr,s, 其中

 

 

 

 

知识回顾 

聆听 

领悟 

识记 

互动 

 

 

 

 

 

 

 

采用数形结合的方

法，学生能更直观的

学习和理解相关定义 

 

 

 

案例引入 

3min 

新课 

讲授 

30min 

二部图定义

及判定 

匹配相定义 

课程思政 

第一部分 

巩固

练习

课程

思政

第二

部分 

8min

n 

 

课堂

小结 

3min 

课后

思考

作业

布置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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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教

学

过

程 

 

 

 

 

 

 

 

 

 

 

 

 

 

 

 

 

 

 

 

 

 

 

 

 

 

 

 

 

 

 

 

 

新授知识 

(30 分钟) 

 

 

 

 

 

 

 

 

 

 

 

 

 

 

 

 

 

 

 

 

 

 

 

r=|V1|, s=|V2|.        

注意:  n 阶零图为二部图。 

 

在学习通平台里设置习题，组织学生抢答 

判断下列各图是否为二部图。 

 

 

 

 

 

 

 

 

 

 

组织学生观察上述结果，引导学生归纳出二部图的判

定定理（一） 

1.2 定理 6.1 一个无向图 G=<V,E>是二部图当且仅当

G 中没有长度为奇数的回路。 

推论 6.1  任何无回路的图均是二部图。 

 

 

设置简单例题，指定学生口答 

例 1 下列图中哪些为二部。由学生观察，快速口答。 

 

 

 

通过资源合理分配话题，引入匹配相关概念，结合图

形进行概念讲述 

2、匹配相关定义   

相关定义：结合右图进行定义讲解。 

设 G=<V, E > 

匹配(边独立集): 任 2 条边

均不相邻的边子集; 

极大匹配: 添加任一条边后

都不再是匹配的匹配;         

最大匹配: 边数最多的匹配; 

 

 

 

 

 

思考 

讨论 

抢答 

 

 

 

 

 

 

 

观察 

互动 

归纳 

 

 

 

 

 

 

观察 

思考 

 

 

 

 

 

 

 

聆听 

思考 

理解 

识记 

互动 

 

 

 

 

 

利用线上辅助线下教

学的模式，通过网络

平台发放习题，能更

好的使用抢答功能，

并记录抢答情况，便

于开展学生平时成绩

考核；抢答题的设置

有利于帮助学生更好

理解二部图定义，同

时可以提高学生课堂

专注力 

 

通过观察归纳出二部

图判定的一般结论，

培养学生从特殊到一

般的学习方法意识；

同时提高学生知识归

纳能力 

 

通过简单例题的设

置，帮助学生加深对

定理的理解与应用；

培养学生知识应用能

力；通过指定学生完

成练习的方式，教师

可以实现因材施教，

个别指导 

 

 

 

 

采用数形结合的方

法，学生能更直观的

学习和理解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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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授知识 

(30 分钟) 

 

 

 

 

 

 

 

 

 

 

 

 

 

 

 

 

 

 

 

 

 

 

匹配数: 最大匹配中的边数, 记为 ）（G1 ; 

设 M 为 G 中一个匹配， 

vi 与 vj被 M 匹配: (vi,vj)M; 

v 为 M 饱和点: M 中有边与 v 关联; 

v 为 M 非饱和点: M 中没有边与 v 关联; 

M 为完美匹配: G 的每个顶点都是 M 饱和点 ; 

完备匹配：设 G=<V1,V2,E>为二部图, |V1| |V2|, M 是

G中最大匹配, 若V1中顶点全是M饱和点, 则称M为

G 中 V1 到 V2 的完备匹配。当|V1|=|V2|时, 完备匹配变

成完美匹配。 

 

引导学生对各类匹配定义进行对比分析，并匹配的递

进关系开展课程思政 

对各类匹配定义进行归纳、对比，并将结果拍图发到

学习通讨论区。 

 
 

 

 

设置过渡语： 

人生的追求何尝不是实现完美匹配的过程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开展课程思政 

当代大学生的不良学习生活现状资料，00 后优秀大学

生视频或者图片。 

 

 

 

 

 

 

 

 

 

 

 

 

 

 

 

 

 

 

思考 

对比 

归纳 

互动 

 

 

 

 

 

 

 

 

 

 

 

 

 

 

 

 

 

 

 

 

 

 

 

 

 

 

 

 

 

 

 

 

 

 

 

 

要求学生对各类匹配

进行对比分析，有助

于理清上述概念之间

的递进关系，提高分

析归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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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

教

学

过

程 

 

 

 

 

 

 

 

 

 

 

 

 

 

 

 

 

 

 

 

 

 

 

 

 

 

 

 

 

 

 

 

 

新授知识 

(30 分钟) 

 

 

 

 

 

 

 

 

 

 

指导学生进行图片对比，进行情感体验，反思自己的

学习、生活状态 

 

设置课外阅读任务和课后作业 

请阅读学习通上课后资料：完美匹配的判断-匈牙利算

法。 

 

 

设置例题，分成三组，学生讨论后给出结果 

例 2 指出下列各图中的匹配，最大匹配，完美匹配，

完备匹配。 

 

 

观察 

互动 

情感体验 

对比 

联想 

反思 

 

 

 

 

 

 

 

 

 

阅读 

思考 

 

 

 

自由讨论 

问题分析 

思考 

问题解决 

 

 

 

指导学生通过完美匹

配的实现条件联想到

人生理想的实现，并

从图片资料中受到启

发，明确大学生阶段

性目标树立的必要

性，明白只有每个阶

段坚持付出努力，才

能实现更高的人生目

标的道理，树立积极

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设置课外阅读作

业，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同时提高自主学

习能力； 

 

设置例题，帮助学生

加深对本节课重点和

难点内容的理解和掌

握；采取分组讨论的

方式来解决问题，营

造竞争氛围，提高学

生的上进心和合作沟

通能力 

 

 

课堂练习 

(8 分钟) 

 

回归到新课引入案例的解决，学生讨论完成 

班上四名同学竞选干部： 

班长、团支书、副班长、学习委员。竞聘的四位候选

者分别是小王、小赵、小钱、小孙。小赵竞聘班长和

团支书，小钱竞聘班长和副班长，小孙竞聘学习委员、

副班长，小王竞聘学习委员和团支书。如果四位同学

都竞聘成功，能否使得每位同学担任自己竞聘的职

务？ 

学生讨论，根据完美匹配定义给出最佳答案。 

 

 

 

 

思考 

讨论 

实践 

 

 

 

通过练习环节，学生

可以巩固所学知识，

强化所学知识应用；

另外通过小组合作解

决实际问题，提高学

生团队合作能力；回

归到实际案例，学生

可以体会到知识来源

实际，服务实际的魅

力，加深对本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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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

教

学

过

程 

 

 

 

 

 

 

 

 

 

 

 

 

 

 

 

 

 

图片分享，实施课程思政 

入校时的干部竞选场景 

 

鼓励 2-3 名干部回忆入校时干部竞争的场面和演讲

词，并分享担任干部后感想 

 

 

 

 

观看图片 

情感体验 

情感分享 

习意义的理解，进一

步提高学习兴趣 

 

 

学生通过重温当初誓

词，提高生活热情，

提升社会服务意识，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课堂小结 

(3 分钟) 

梳理本节所学重难知识，以填空、选择形式给出，引

导学生回顾，归纳 

设 G=<V, E >， 

1、匹配是                              。      

2、最大匹配是              的极大匹配。 

3、完美匹配是                            。 

4、完美匹配是特殊的完备匹配。            （填正

确或者错误）。 

5 、 一 个 无 向 图  G=<V,E> 是 二 部 图 当 且 仅

当                         。 

 

 

 

思考 

知识回顾 

知识归纳 

 

 

 

梳理本堂课知识， 

强调重点和难点， 

提高知识总结与 

归纳能力 

 

 

课后思考 

作业布置 

(1 分钟) 

 

 

1、思考并归纳：匹配之间的递进关系，用图表示。 

2、课后作业：学习通平台作业 6.1。 

3、课外阅读：匈牙利算法；文章《当代大学生如何确

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思考 

归纳 

练习 

情感体验 

 

 

巩固本节新知与思政

效果，为下一节内容

学习打好基础； 

提升学生课外阅读能 

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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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参考资料： 

1、匈牙利算法参考博文：https://blog.csdn.net/qq_33829154/article/details/62425921 

2、当代大学生如何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https://wenku.baidu.com/view/ec9dda3e1b37f111f18583d049649b6649d70928.html#  

3、00后杰出青少年人物事迹 

4、课后复习参考教学视频及课件：学习通相关课程--章节 6.1. 

5、课后练习题参考答案：离散数学题解（第五版），耿素云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学后记： 

教学评价： 

从课堂中学生对二部图判断结果、匹配递进关系的讨论结果、课堂练习的完成情况

来看，学生对教学内容掌握比较好。 

另外学生反映，上完这节课之后感觉自己又有激情了，明确自己除了认真学习之外，

也知道自己当下应该做什么。 

教学反思： 

1、本节内容较为简单，基础好的学生上课容易走神，应该适当加强课堂内容的完

善，注意层次教学，可补充一个难度较大的应用实例。 

2、今天的课程思政是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的，素材比较多，时间把握有点失控，增

加了课堂教学时间的负担，今后的教学中课程思政的素材不要分散，做到素材精、主题

专、效果好。 

3、学生在线留言，匈牙利算法自学有难度，将采取线上直播方式进行答疑，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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