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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三高四新的矩阵论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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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面向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矩阵论课程改革为切入点，探索研究生专业素质教育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深度融合路径。通过重构教学内容体系、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机制，使矩阵论课程更好地对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

力保障。实践表明，改革后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和科研素养显著提升，为服务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提供了有效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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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 for high-level talents in Hunan Province's "Three Highs and Four News" 

strate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integration path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form of matrix theory curriculum. By restructur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syste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optimizing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matrix theory course can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provide strong talent support and 

intellectual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Highs and Four News" strategy.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after the reform, student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roviding effective support for serv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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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高四新”战略要求高校培养具备科技创新能力、适应先进制造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1]。人工智能作为当代科技进步的重要代

表，将推动各个领域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程，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正在深刻地推动“三高四新”发展 [2]。《矩阵论》是人工智能方向的

一门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是以现代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众多学科的基础，从量子力学到图像处理都离不开向量和矩阵的使用 [3-

4]。因此，建立完善的矩阵论教学体系对提升研究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本课题围绕“三高四新”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实

践研究这一主题，从《矩阵论》课程入手，以控制科学与工程的2024级研究生为载体 ,紧跟学科发展趋势，建立完善的基于成果的课程

教学评价机制和闭环的持续改进教学管理体系，在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中推进基础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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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矩阵论》课程改革背景及意义

“三高四新”战略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亟需高校培养

具有扎实数学基础、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随着人

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兴起，矩阵理论的应用场景

从传统数学领域拓展至工程优化、机器学习、图像处理等前沿方

向。传统矩阵论教学偏重理论推导、缺乏实践关联的局限性日益

凸显。国内多个高校教师也进行了一些针对《矩阵论》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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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与探索 [5-9]，仍存在以下问题：（1）教学内容滞后：现有

课程偏重理论推导，缺乏与“三高四新”产业（如人工智能、智

能制造）结合的案例；（2）教学方法单一：《矩阵论》上课以讲

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创新能力培养不足；（3）评价体系

僵化：在评价学生时以考试分数为主，忽视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

评价。

《矩阵论》作为数学与工程技术的核心工具，其课程教学改

革是响应“三高四新”战略的关键举措，对于提升学生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先进制造业输送具备数学建模能力的技术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更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智力支撑，实现

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二、《矩阵论》课程改革设计

本文以长沙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研究生《矩阵论》课程为例，

从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三方面提出改革方案，如图1所示。在

教学内容上，精心选择本学科领域最本质、带有共性的教学内

容，同时重点介绍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矩阵分析的新理论、新方

法和新应用。在教学方法上，引入翻转课堂 [10]，采用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评价机制制定上，与专业竞赛、项目相结

合，设置开放性作业，进行成果导向考核 [11]。

（一）教学内容改革：对接产业需求，强化应用导向

1.构建“理论 +应用”模块化内容体系

为紧密对接产业需求，课程内容需以矩阵变换与分解核心

理论为基，产业实际应用为纲，将所教知识模块化。包括三个

模块：

基础理论模块：精简特征值的估计与表示、广义逆矩阵解等

非核心理论，精心选择本学科领域最本质、带有共性的教学内

容 [12]，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课程架构和内容体系，激发控制工程与

电气工程研究生的科研与创新热情；避免过度陷入纯数学推导，

聚焦“能用、好用”的核心知识点。

工程应用模块：按行业需求划分专题，设计“理论 -代码 -

案例”三位一体的教学单元 [13]，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增加矩阵论

知识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案例，如：矩阵分解在图像处理中的

应用，矩阵优化应用于物流路径规划等。

交叉拓展模块：该模块是连接数学理论与多学科应用的关键

桥梁，其核心目标是打破学科壁垒，通过实际场景激发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选择与矩阵论强相关的学科领域。在实

践中，要求学生从矩阵理论出发，分析多领域问题，以矩阵为纽

带，以问题为牵引，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的课程体系 [14]。

2.开发本土化教学案例库

开展矩阵论教学改革并建设湖南本土化教学案例库，是推动

理论教学与地方实践结合。围绕线性空间、矩阵分解、特征值理

论、矩阵范数等核心知识点，挖掘湖南本土应用场景。联合三一

重工、中联重科等湖南龙头企业，收集工程实际问题，转化为课

程案例，增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方法创新：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深度学习

1.实施“问题驱动 +项目式学习”教学方式

以实际应用问题为起点，引导学生通过矩阵理论分析、建模

与求解，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意

识。在课堂环节中，课前通过超星学习通在线平台发布预习任

务，以问题为驱动，提高学生学习的有趣性；在课外实践种，分

组完成项目任务，融入湖南重点产业场景。将矩阵论知识转化为

解决真实问题的工具，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2.融合信息技术与混合式教学

将信息技术与混合式教学深度融合，提升矩阵论课程教学效

果、适应数字化学习需求 [15]。利用虚拟仿真、大数据、AI工具辅

助理论抽象与案例实践，如在进行奇异值分解时，将其分解过程

利用 MATLAB/Python进行动态演示实现矩阵运算可视化。

（三）教学评价改革：多元化考核，注重能力导向

首先，采用多样化实践考核方法，充分利用专题教学相关内

容及背景，研究矩阵论课程多样化实践方法，以实践效果展示作

为课程考核标准之一；其次，与专业竞赛、项目相结合，设置开

放性作业，进行成果导向考核；最后，注重教学反馈，包括分析

学生评教的详情、开展学生座谈、细粒度试卷分析等，开展细粒

度试卷分析，形成教学质量闭环管理，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本课程改革后具体评价维度、评价内容、所占权重如表1所示。

表1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内容 权重

知识掌握 理论考试、在线测试 40%

实践能力 项目报告、算法代码 30%

创新能力 开放性课题解决方案 20%

协作能力 小组互评、答辩表现 10%

三、实行效果与改进方向

（一）成效分析

①学生成绩明显改善；通过将“三高四新”战略相关案例融

入教学内容，学生对矩阵论的实际价值认知发生根本转变。在课

程满意度调查中，87%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帮助理解理论在先

进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矩阵论》课程在2023年的

平均分为78分，2024年课程改革后，其平均分为85分，且学生

课程成绩优秀率提升25%。

课程架构及内容

课程架构及内容体系

课程思政

人工智能需求

产学研结合

教学方式

混合式教学

线下：对分课堂

专题教学

趣味化教学

教学评价

多样化实践考核

成果导向考核

学生评教

企业工程师评分

线上：翻转课堂

学生座谈

>图1 项目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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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实践能力显著提升：通过改革举措，矩阵论课程从“抽象

数学理论课”转型为“战略需求导向的实践赋能课”，真正实现

“学用结合、产教融合”的教改目标。学生完成的“基于矩阵论的

智能装备故障诊断”“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图像压缩”参与大学生数

学建模、研究生创新项目等项目，获得了多项奖项，与往年相比

获奖增加30%；

（二）改进方向

①在本项目中，企业并未参与到教学内容设计中，校企双方

需共同参与课程的建设与开发，确保课程内容既贴近实际又具有

前瞻性，加强校企合作案例库的更新与共享机制。

②矩阵论课程是多门学科的基础，仅依靠上课老师一人难以

将知识点及其应用讲清楚，探索跨学科师资团队建设，提升交叉

领域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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