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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魂育人”背景下线性代数思政课程的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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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线性代数课程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及经管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数学基础课，该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对于落实立德树人的

人才培养任务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质量提升两方面阐述了线性代数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必要

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史和数学家故事三个角度出发介绍部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结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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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Linear Algebra is a compulsory basic mathematics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r management at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fulfilling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moral 

integrit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s and quality of teaching. It introduces the 

combination schemes of some course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three ang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scientific history, and stories of mathemat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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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 [1]。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1]。线性代数课程是各高校公共基础数学课，尤其是理

工科及经管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线性代数课程不仅支持相关专业的专业培养目标实现，而且支持德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将思政元

素有机融入线性代数课程，实现知识传递和价值引导的协同与促进，是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一、线性代数课程特点及教学现状

线性代数课程不仅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同时与其他的数学

课程密切相关，还在机器学习、大数据处理、应用统计等领域有

着重要的应用。线性代数课程的知识结构是“并联”式而非“串

联”式。所谓“并联”式是指课程的内容从多个角度入手都可以

完成学习。线性代数这门课程从行列式、矩阵和向量其中哪一部

分入手都能完成知识内容的学习。虽然线性代数课程中的知识内

容是早已成熟的知识体系，但由于其概念多而杂、内容跨度大，

且兼具有逻辑性和抽象性较强的特点，这门课程对于大学校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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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鲜肉”们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

各高校的线性代数课程基本开设于第一、二、三学期，即大

一上、大一下、大二上学期，这三个学期的学生刚步入大学校

园，此时新鲜事物及先进设备层出不穷，互联网的进入更使得学

生们应接不暇 [12-15]。而线性代数这门课程由于内容多而杂、抽象

性强、逻辑性强等特点，致使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时候感觉有难

度，部分学生会感觉学习吃力、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即使大部分

学生能跟上老师的节奏也会因为课堂枯燥而积极性不高，课堂上

容易出现高的“旷课率”和“低头率”等不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

进行良好教学互动的现象，这对于实现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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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目标是极为不利的。

二、 思政元素融入线性代数课程的必要性

（一）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国家的未来发展依赖于大学生，因此全方位培养大学生的综合

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大学生的重要基地，承担着

重要的责任。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需要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全面、全方位地培养，并确保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线性代数课程不

仅要完成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目标，同时也要完成德育目标，为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奠定扎实基础 [7-9]。线性代

数任课教师将课程知识内容与思政点进行有机融合，并在课堂教学

中进行良好的实践，这样学生们在学到课程知识内容的同时还了

解到课程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数学家故事，以及课程的实际应用

和价值，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传播同向而行。线性代数思政

教学改革既能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又能落实德育目标，是全方面培

养人才的大势所趋。

（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需要

线性代数课程的知识对于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来说

是全新的。该门课程中的部分概念和理论知识非常的抽象，如行

列式、矩阵、向量组、向量空间及二次型等。如果任课教师只是

为完成教学任务“照本宣科”式教学，单方面灌输知识，忽视学

生的理解能力和个性化需求，课堂上学生只能成为被动的知识接

收者，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斗志不能被激发出来，这样势必会

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线性代数课程结合思政元素教学，任课教

师潜移默化地将思政元素渗透到课堂教学的知识体系中，有的放

矢的丰富课堂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笃实好学的

斗志，学生在课堂上逐渐从“胆怯的客人”转变为“大胆的主

人”，能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学习该门课程的自信

心在无形中增加。最终，提升教学质量的目标得以实现 [9-12]。

三、思政元素与线性代数课程知识点结合方案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课堂教学

1.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

任何本质都需要通过现象来表现，线性代数课程就是由表及

里的探索其本质规律的课程。

（1）矩阵是否可逆的判断

定义1[6]P39: 对于 n阶矩阵 A，如果有一个 n阶矩阵 B，使得

AB BA E= = ………………………………………… （3.1）

其中表 E示 n阶单位矩阵，则称矩阵 A是可逆矩阵，且 B为

A的逆矩阵，记 。对（4.1）式取行列式得

………………………………（3.2）

行列式的本质是一个数，由（4.2）式知 ，于是，矩

阵 A可逆的必要条件是 。由 A的伴随矩阵的定义还可证明

蕴含矩阵 A可逆。这样今后再判断矩阵 A为可逆矩阵这一

现象时不需要按照定义去寻找 B矩阵，只需判断矩阵的行列式不

为零这一本质结论是否成立，若行列式不为零，则矩阵可逆，反

之不可逆。

（2）线性表示问题

向量 b是否可由向量组 1 2: , , , mA a a a 线性表示，即是否

存在实数 1 2, , , mλ λ λ 使得

1 1 2 2 m mb a a aλ λ λ= + + +

成立。然而如何求实数 1 2, , , mλ λ λ 似乎无从下手，若能理解线

性方程组可以表示为向量组线性组合的形式，可知上述问题的本

质是以向量组 1 2: , , , mA a a a 构成的矩阵为系数矩阵，以 b为常数

项的非齐次线性方程组AX b= 是否有解的问题，若方程组有解则可

以表示，否则就不可以表示。

（3）有限维与无限维向量空间的判断

定义2[6]P95：设 V是 n维向量的集合，如果集合 V非空，且

集合 V对于向量的加法及乘数两种运算封闭，那么就称 V为向量

空间。

由向量空间的定义知除了只包含零元的向量空间外其余的向

量空间中都含有无穷多个向量。判断向量空间是否为无穷维空

间，不能因为其含有无穷多个向量就判定其为无穷维的，应该理

解向量空间维数的概念，向量空间的维数是由其基中所含向量的

个数来决定的，若基是由有限个向量组成的，则向量空间为有限

维的，否则为无限维的。于是判断向量空间是否为有限维这一

现象，需要通过判断其基中所含向量个数是否有限这一本质来

实现。

2.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事物发展往往是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线性代数课程的

很多知识内容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1）矩阵的初等变换

定义3[6]P58：矩阵的初等列变换（“c”表示矩阵的列）：

i jc c↔ ，即对换矩阵的 i列和 j列；

ikc ，以数 0k ≠ 乘第 i列上的每一个元素；

i jc kc+ ，把第 j列的所有元素的 k倍加到第 i列对应的

元素上去。

矩阵的初等行变换只需要将定义3中的“c”换成“r”（“r”

表示矩阵的行），二者统称为矩阵的初等变换。

对矩阵 A施行初等列变换或初等行变换得到矩阵 B，此时

称 A与 B是列等价或行等价的，经过初等列变换后 A中的元素发

生了变化，尽管 A与 B的元素不同，但是矩阵 A与 B的秩相同即

( ) ( )R A R B= ，由此知矩阵的可逆性保持不变，即初等变换保持矩

阵的秩及可逆性不变。矩阵的初等变换是矩阵的元素变而矩阵的

秩、可逆性不变的辩证统一。

（2）矩阵的相似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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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4[6]P124：设 A为 n阶矩阵，有可逆矩阵 P，使得 1P AP B− = ，

则称对矩阵 A施行相似变换。

对矩阵 A施行相似变换得到矩阵 B，称 A与 B是相似矩阵。相

似变换后矩阵 A的元素发生了改变，根据方阵的行列式值的性质

知，相似变换后的矩阵 B的特征多项式为

1 1E B E P AP P E A P E Aλ λ λ λ− −− = − = ⋅ − ⋅ = −

矩阵特征多项式的解（根）为矩阵的特征值 [6]P120，故相似变

换保持矩阵的特征多项式、特征值不变。矩阵的相似变换是矩阵

元素改变而特征多项式、特征值保持不变的辩证统一。

（3）矩阵的合同变换

定义5[6]P33：设 A为 n阶矩阵，有可逆矩阵 P，使得 PTAP=B

（PT 表示 P的转置），则称对矩阵 A施行合同变换。

设 A为对称矩阵，即 A=AT，对 A施行合同变换得到 B，称 A

与 B是合同矩阵。显然变换后 A的元素发生了改变，但是由矩阵

的转置运算性质有

( ) ( )T TT T T T T TB P AP P A P P AP B= = = = ，

说明合同变换后的矩阵 B也为对称矩阵。将对称矩阵进行合

同变换体现了矩阵元素改变而矩阵的对称性不变的辩证统一。

3.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线性代数

课程中的很多知识点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

（1）方阵的秩与方阵的可逆性

对于 n阶方阵 A，有 R(A)≤ n。若 R(A)< n，则 0A = ，矩阵 A不

可逆，R(A)= n若 R(A)= n，则 0A ≠ ，矩阵 A可逆。随着方阵 A的

秩 R(A)量的增加，引起了方阵 A的行列式 A 从等于零到不等于零

及方阵 A从不可逆到可逆的质变，体现了方阵秩的量变与方阵的

可逆性的质变的辩证统一。

（2）齐次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的秩与解的关系

设齐次线性方程组

11 1 1

21 1 2

1 1

0
0

0

n n

n n

m mn n

a x a x
a x a x

a x a x

+ + =
 + + =


 + + =





  



………………………………… （4.3）

（4.3） 的 系 数 矩 阵 A是 m×n阶 的， 由 秩 的 性 质

( ) { }min ,R A m n n≤ ≤ 。若 R(A)< n即系数矩阵的秩小于未知量的个数，

则（4.3）有无穷多解；若 R(A)= n即系数矩阵的秩等于未知量的

个数，（4.3）有零解且唯一。R(A)的量变（增加），引起了齐次

线性方程组（4.4）的解从无穷多个解到仅有唯一零解的质变，体

现了系数矩阵 A的秩的量变与解的情况的质变的辩证统一。

（二）科学史融入课堂教学

线性代数课程有着丰富的研究历史，同时该门课程也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若线性代数课程只讲授书本知识，而不注重介绍课

程知识点的形成背景及演化历史，必然导致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知识内容理解不够深刻。在线性代数课程

的教学中适当穿插数学史，使学生了解该课程产生的历史背景，

帮助学生更好更深入的认识该门课程，对于实现该门课程的教学

目标是大有益处的。例如：在讲解线性方程组的概念和解法时，

不妨以我国古代数学文明的发展为引子，早在公元1世纪左右（东

汉初年）的《九章算术》中首次表示了线性方程组 [5]。而在西方

国家，德国数学家 Leibniz直到17世纪才首次对线性方程组进行

研究。通过介绍国内外线性方程组的起源和研究历史，了解我国

古代数学文明相较于欧洲国家起步较早，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增强学生们学习的信心，几千年前我国古人就开始研究的线性方

程组，对当今的大学生来说必不是什么难事！同时激发学生们对

我国古代数学文明的自豪感，培养学生弘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感，

并根植爱国主义情怀。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数学的热情，更能鼓励同学们为我国成为数学强国而奋斗。

（三）数学家故事融入课堂教学

在线性代数课程中讲解比较难于理解的知识点如矩阵的秩、

向量空间、二次型等时，此时可能会有畏难情绪，容易打退堂

鼓，任课教师可以给学生们讲一些数学家的故事，缓解学生畏难

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同时感受数学家精神，激励学生们迎难而

上克服学习困难。如我国的数学巨匠华罗庚先生，他15岁因家

里经济困难退学，19岁感染疾病，并落下终身残疾，但华罗庚

没有自暴自弃，身残志坚，自学完成大学及研究生期间的课程，

并提出“华氏定理”等理论，解决了很多数学学术理论上的公开

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华罗庚先生放弃了美国优渥的待遇，

勇敢地回到祖国，为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

此，他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4]。华罗庚的故事鼓舞着每一位学

生，他的坚韧和毅力告诉同学们，面对学习的困难和挑战，不能

退缩，而是应该迎难而上，勇敢地面对和解决问题。华罗庚的故

事的引入培养了学生们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科学品质。同时，华

罗庚的爱国情怀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鼓励同学们主动为祖国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思政教学与培养目标的关联

线性代数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了学生智育和德育同向而

行，互相促进，如表1所示。

表1  课程培养目标与部分课程内容的对照表

培养目标 课程内容

智育

目标

观察分析能力 逆矩阵与伴随矩阵的关系

逻辑推理能力 矩阵可逆条件等定理的证明

归纳总结能力 n阶行列式的定义

抽象思维能力 向量空间的定义及性质

计算、分析及总结能力
矩阵的秩、矩阵的特征值及

解线性方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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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课程内容

德育

目标

严谨求学的科学品质 各个定理严格的推导过程

质疑和求证的科学品质
矩阵可逆的判定、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

不断探求知识的科学品质
齐次线性方程组的解与基础

解系

坚持不懈、对知识刻苦钻研

的品质
数学家的事迹

激发

情感

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弘

扬中国文化的责任感
数学家的事迹、数学史知识

五、结语

线性代数思政课程是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如何将课程思政

很好地落实到线性代数的教学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在

今后的线性代数教学中，任课教师要不断进行思政理论学习，武

装自己的头脑，做到与时俱进，同时任课教师之间还要共同探

讨，研究润物无声的思政教学方法，进一步完善思政教学体系，

最终实现线性代数的思政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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