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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案例教学法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分

析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案例教学法实施的具体过程，总结了实施案例教学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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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se teaching meth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
vating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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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案例教学最早于 1870 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创立，后来，经过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而成熟起来[1]。案

例教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实际问题带动课堂，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变成实际问题的研究讨论，把教师的讲

授变成师生间的教学研讨。案例教学由于自身的特点，同时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教学方法[2]。半个世纪来，美国的很多高校一直利用案例教学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工具。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的教育也随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哈佛的案例教学法在

很多管理院校开始尝试并得到广泛的推广，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在理工科类课程中的应用较少[3]。
笔者在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对案例教学进行了大胆尝试，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从理论

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案例教学在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2. 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授课过程中，教师的理论讲授占主导地位，在教学内容上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讲解，强

调对基本技能的训练，存在着重运算技巧，轻数学思想的倾向。线性代数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

这种授课方式冲淡了这门课程自身的实际应用功能，使学生不容易感受到这门课程与实际生活、后续专

业课程间的联系，学习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二是授课过程中缺乏与专业相关的案例，现有的案例多以生活案例居多，与学生的专业相距甚远，

无法唤起学生求知的欲望，学生无法体会到利用所学数学知识解决跟专业有关问题的成就感，造成学生

不愿学、学不好的现象。 
三是考核评价由单一的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解题技巧等掌握情况的考察，缺

乏对学生运用所学内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这种考核机制，不利于对学生整体能力素质的考核，

造成学生难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去创造性的解决实际问题。 

3. 线性代数课程引入案例教学的可行性 

3.1. 案例教学能够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线性代数》课程逻辑性强而且内容抽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畏难情绪，而案例教学通过

精心选取生活和专业课程中的教学案例，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先验性，不仅消除了学生对知识的陌生感，

解决了抽象性的问题，而且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对于教师而言，活跃的课

堂气氛，和谐的师生交流更能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积极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达到教学相长

的教学目的。 

3.2. 案例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案例教学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中，很好的培养了学生发现

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生的数学思维，训练了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教条地掌握知识，

克服了传统教学中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当遇到类似的问题或情景时，能茅塞顿开，举一反三，从容

自如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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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案例教学能够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培养团队精神 

案例教学把实际问题加以典型化处理，形成供学习者思考分析的案例，学生在相互讨论、分析案例的基

础上，探寻其中蕴含的数学问题。通过合作学习，每一位学习者都溶入到班集体当中，大家互相沟通和互相

合作，不仅能有效改善学生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而且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基础。 

4. 案例教学法在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中的实施 

下面，结合两个例子介绍案例教学法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的应用情况。 

4.1. 在讲解矩阵的相似对角化时引入军备竞赛的案例 

首先，引入案例。A、B、C 三个国家进行军备竞赛，试建立数学模型，讨论各个国家的防御支出情

况。即防御支出与时间的关系。 
然后，分析案例。不妨设，t 时刻各个国家的防御支出分别为 ( ) ( ) ( )1 2 3, ,x t x t x t 。先来考虑 A 国家的

防御支出。 
当 B、C 两国家增加防御支出时，A 国家肯定会增加自己的防御支出。假设： 
假设 1：A 国家的防御支出率与 B、C 的防御支出呈正比例增长； 
假设 2：A 国家的防御支出率按已支出额呈正比例减少。 
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给出 A 国家的防御支出率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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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x a x a x a x
t
= − + +  

同样，给出 B、C 两个国家的防御支出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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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防御支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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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模型，如何求解？用矩阵的形式来表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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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可逆线性变换 X PY= ，则 1d
d
Y P APY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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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上述方程组可以求得原方程组的解。 
在这个过程中，

1P AP− = Λ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称为矩阵 A 可以相似对角化。 
其次，案例推广。还有哪些实际问题可以用矩阵的相似对角化的知识来解决呢？比如，人口结构变

化问题、种群进化问题等，都可以用矩阵相似对角化的理论来求解。 

4.2. 在讲解逆矩阵时引入信息加密的案例 

首先，引入案例。在信息通信中，为防止信息被不法分子截获，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密后再传递。首

先，建立数字和 26 个英文字母之间的关系，例如 1, 2, , 26A B Z↔ ↔ ↔ ，如果传送信息“DEC”，按

照上面的对应关系，直接传送信息 4，5，3，很容易被别人破译，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商业上都是不可

取的。那么，怎么办呢？ 
然后，分析案例。常用的方法是将“明文”DEC 加密，再将加密后的“密文”传输出去，从而增加

非法用户破译的难度。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密呢？我们可以通过矩阵的乘法实现这个功能。首先，选取一 

个元素均为整数的矩阵作为密钥矩阵，例如选

1 1 1
1 0 2
1 1 0

A
 
 =  
 
 

，利用矩阵乘法

4 1 1 1 4 12
5 1 0 2 5 10
3 1 1 0 3 9

A
      
      = =      
      
      

， 

因此，对应的明文加密后传输出去的密文编码为“12，10，9”，根据上述数字和字母之间的对应关系，

编码对应的信息为“L J I”，很明显，用户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原来传递的信息，用户得到信息后如何进 

行解密呢？这个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即为：已知矩阵

1 1 1
1 0 2
1 1 0

A
 
 =  
 
 

和

12
10
9

C
 
 =  
 
 

，求满足矩阵方程 AX C=

的矩阵 X。进而引出线性代数中的逆矩阵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刚才的案例。 
其次，案例推广。还有哪些实际问题可以用逆矩阵的知识来解决呢？比如，已知由变量 1 2, , , nx x x

到 

变量 1 2, , , ny y y
的线性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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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求由变量 1 2, , , ny y y
到变量 1 2, , , nx x x

的 

线性变换？这个问题的矩阵表示：已知线性变换Y AX= ，如何求 Y 到 X 的线性变换？这个问题也属于逆

矩阵的问题。同时，可以启发学生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可用逆矩阵解决的实际案例。这一过程，不但激起

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来，而且还增强了学生主动探索新知识的意愿和能力。 

5. 案例教学的反思 

5.1. 建立教学案例库 

案例的选择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前提，案例的选择来源于实际，但不是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能作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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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例。许多案例描述的内容和条件，与授课内容区别较大。有的案例背景比较复杂，讲清背景需要较

多的时间，由于课堂时间有限，不利于在课堂上展开讲授，有的案例只是过程中的某一部分用到了本节

课的内容，还牵涉到一些其他的知识，也不利于课堂展开。所以，选取的案例不仅要有代表性、典型性，

还要具有可实施性。课堂用案例应短小精炼，易于在有限时间内展开，使学生通过案例理解、掌握知识，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库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教学组的力量，结合自己所教授学生的专业，

挖掘相应的案例，在教学研讨中，推动案例教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5.2. 正确处理好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案例教学是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设置具体的案例，引导学生参与分析和

讨论，诱发学生创造潜能的教学过程。学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甚至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它

真正重视的是得出答案的思考过程。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讨论气氛，

启发学生积极参与，同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引导，使讨论仅仅围绕主题展开。同时，对于学生的讨论

要及时进行点评，鼓励每一个学生积极投入到教学过程中来，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和发展创新思维。 

5.3.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现行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察，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来

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导致实施案例教学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可以采用“闭卷考试 + 论文 + 答辩”的形

式来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闭卷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对课程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论文由三人一组完

成，通过对某个实际问题展开讨论，搜集数据、查阅资料、建立数学模型，并利用线性代数的相关内容

进行求解，最后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研究成果，考察学生对问题的综合处理能力。答辩过程主要考察学生

的语言表达能力、临场随机应变的能力和沟通能力，并且能根据他人的提问和建议，不断地完善自己的

观点和思路。总之，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仅能够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能够调动教师探索

有效的案例教学方法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从应试学习向提高自身素质的自主学习方向转变。 

6. 结束语 

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在线性代数课程中的实施，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学

生应用线性代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探索、合作、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线性代数

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案例教学对于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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