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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将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交叉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具体教学设计中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融入思政元素，进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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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ethod, this paper combines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applied research, cross-applie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combines stu-
den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corpo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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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design, and explores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combining knowledge teaching with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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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线性代数是高等学校理、工、经管等多个专业的公共基础理论课，为现代社会各领域提供必备的数

学工具。本课程以矩阵为主线，围绕矩阵的各种运算和矩阵间的等价、相似、合同关系展开论述，内容

包括矩阵、行列式、n 维向量、线性方程组、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二次型。课程理论体现了数学

归纳法、等价类、标准形、不变量、数形结合、数学建模等重要的数学思想。它集理论性和实用性于一

体，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利用数学思想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和教

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不但要实现知识文化的传承，同时更要注重立德树人。高校和教师应该在

课堂教学中，以课程思政为总目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精选教学方法、改进评价标准，切实担负起教

书育人的艰巨使命。依据总书记提议，高校应自觉落实基础理论课程“与思想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的教育要求，积极进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实

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本文以《线性代数》课程为载体，在分析课堂思政融入课堂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

课堂教学的改革实践，将思政的元素和理念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探讨线性代数课程与思政的有机结合。 

2.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课程思政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就本门课程特点，将从如下

三方面阐述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2.1. 立德树人，全方位育人的需要 

在新工科背景下，5G 通信和数据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数学问题不断出现，《线性代数》的基础地位

就显得尤为重要。线性代数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仅本身极具魅力，在新工科背景下还不断得

到新的阐释与应用，成为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新工科前沿科技基础[2]。因此，培养学生学会《线性

代数》课程专业理论知识至关重要。同时，学生的德育培养目标也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让学生树立正确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学生才能更好地热爱专业，勇于挑战，

不断实践，达到学以致用。同时教师还应鼓励学生树立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勇于挑战的批判精神，追

求真理，勇攀科技高峰。因此，在《线性代数》课程的具体教学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好每一节课，

把立德树人作为每节课的任务，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具体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去，最终实现全方位育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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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人师表，潜心问道的内在要求 

在整个教学设计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爱学生，把每一位学生对教师和知识充满期待，他们是祖国的

明天，是祖国进步的源泉和希望。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坚持教学与科研并行，

科研反哺教学，守住底线和红线，绝不触碰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争做中华民族“梦之队”中一名优

秀的筑梦人。教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教育质量，

也会促进学生的成人与成才，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人生道路的拓展。正如古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

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我们教师的人格，教师工作有很强

的典范性，为人师表是教师的美德。以身作则，潜心问道，才能起到人格感召的作用，培养出言行一致

的人。故作为新时代理工科背景下的线性代数课程教师，在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问题时，

要注重课程思政的融入，让学生在学习抽象理论知识的同时，数学思维、数学素养得到提高，严谨的学

习态度、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得以提升。因此，本门课课程思政的引入，是高校教师

为人师表，潜心问道的内在要求。 

2.3. 学以致用，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所在 

《线性代数》课程概念抽象，理论证明较多。教师不能只是做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要着力加强

课程思政建设。比如，在学习“矩阵”概念时，引导学生学会站在新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矩阵线性运算

的讲解，就可结合图像的处理来体现矩阵加法与数乘运算的应用。而并非单纯枯燥的讲解理论知识，注

重体现学以致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另外，恰到之处引入数学家励志光辉典范，

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和勇钻科技难题的吃苦耐劳精神，进而达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目的。 

3. 结合本课程特点，具体教学设计中挖掘思政元素 

本节课以多媒体电子课件为主，板书为辅，并配以线上小程序与 MOOC 资源、与线下分组任务的混

合式教学方法，提供线性方程组与矩阵的初等变换学习交流平台，如学习通、钉钉群、QQ 群。以提问抢

答的方式让学生跟随老师的思路思考问题，激发学习主动性的启发式教学。基于经典历史专著《九章算

术》和诗歌欣赏等实例的讨论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对新概念的理解。 
具体的教学设计如下： 

3.1. 思政元素的挖掘及实例分析一 

回顾线性方程组与矩阵之间的关系，借助线上学习通与小程序的学习，回顾总结中、西方关于线性

方程组的求解发展历程。通过提问，巧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及问题意识培养能

力。并借助中国历史文化(《九章算术》)与西方著名数学家(高斯)，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兴趣与吃苦耐劳精

神，学术无国界，共进步。 

3.2. 思政元素的挖掘及实例分析二 

通过分析分组任务：理论组的计算、应用组的应用、检验组的验证结果，互动式讨论线性方程组的

增广矩阵的变换。引导学生要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批判精神，体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

而引入新概念：初等行变换。对于用高斯消元法求解方程组的过程中，首先是交换两个方程。那么体现

在增广矩阵上便是交换矩阵的某两行，用 i jr r↔ 表示交换矩阵的第 i、j 两行；其次，理论组同学在求解

方程组时，多次对某个方程乘以非零常数。体现在增广矩阵上便是矩阵的某一行乘以非零数，用 ikr 表示

矩阵的第 i 行元素乘以非零数 k；最后还多次对某些方程乘以一个非零数加到另一个方程上，体现在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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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上便是将矩阵的某一行的倍数加到另一行，用 j ir kr+ 表示将矩阵第 i 行的 k 倍加到第 j 行。高斯消元

法是学生中学学习过的解方程组的方法，这里借助中学的高斯消元法，引入矩阵的初等行变换。这里体

现了哲学高度，引导学生角色转变，由中学进入大学的角色与责任担当的转变。提问：你知道“行”的

英文表达吗？让学生总结矩阵的初等列变换：将矩阵初等行变换定义中的“行”换成“列”(记号由“r”
换成“c”)，就得到了矩阵初等列变换的定义。提问：你知道“列”的英文表达吗？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和推广，注意数学符号与英文的对照学习，启发学生在学习的过程要学以致用，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这一部分教师会用到“翻转课堂”，根据初等行变换启发学生思考初等列变换，把以教师的讲解为主体

的传统讲授方式转换为以学生为主，带动学生学会思考、自主思考、小组讨论和分组展示。 
因此，启发学生思考对于矩阵的行，有这三种变换，那么矩阵的列是否也有类似的变换呢？进而鼓

励学生自主归纳矩阵初等变换的概念。即矩阵的初等变换：矩阵的初等行变换和初等列变换统称为矩阵

的初等变换。矩阵的初等变换比作“国”，矩阵的初等行(列)变换比作“家”，具体的每一种初等行(列)
变换比作“家庭成员”。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体会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责任使命感及

爱国主义情怀。 
对于方程组求解过程中对方程实施的 3 个变换，启迪学生思考是否可逆，即是否可还原。进一步引

出矩阵初等变换的逆变换。引导学生珍惜青春，珍惜美好的学习时光，青春的美化时光在我们人生只有

一次，一去不复返。先让学生进行大约五分钟的讨论，再分别找代表进行初等行(列)变换的逆变换，并要

求在黑板上写出它们所对于的数学符号表示。 
本节用到的主要定理如下： 
定理[3]：1) 任意一个 m n× 矩阵总可以经过若干次初等行变换化为行阶梯形矩阵； 
2) 任意一个 m n× 矩阵总可以经过若干次初等行变换化为行最简形矩阵； 
3) 任意一个 m n× 矩阵总可以经过若干次初等变换(行变换和列变换)化为它标准形 

r

m n×

 
=  
 

E O
F

O O
 

其中 r 为行阶梯形矩阵中非零行的行数。初等行变换将任意的矩阵先化行阶梯形矩阵，再化行最简形，

最后化标准形。引导学生领悟积累的重要性，深刻理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课程思政尤其注重与大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体现学以致用[4]。因此，在本节课留给学生们的课后

作业为与本物理专相关的实际问题，体现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即学以致用模块：计算飞行器的

蒙皮温度。为了计算平板形导热体的温度分布，将平板划分为许多方格，每个节点上的稳态温度将等于

其周围四个节点温度的平均值。由此可得出阶数与节点数相同的线性方程组，请同学们用今天所学习的

矩阵的初等行变换方法进行求解，注意：方程的解将取决于平板的边界条件。本部分的作业思考留给学

生们通过超星学习平台进行提交，教师通过学生线上作答，总结优点和缺点，归纳出学生作业中呈现的

问题，便于下节课统一讲解。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将大大提高教师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自觉性。 

4. 课后反思 

本节课是基础理论课，在具体讲授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分组任务，引入矩阵的初等变换，

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注重课程思政建设，鼓励学生学会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在教学方案的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深度分析每个具体知识点可以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的融入，采取什么方式和载体

途径融入。比如归纳总结线性方程组的求解过程时，通过一首诗歌进行总结，既是一种诗歌美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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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潜移默化中教会学生可以借助诗歌等形式去理解记忆抽象的理论知识。教师需要深入挖掘代数学知识

的德育内涵，找准时机，合理融入，契合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和期待，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实现“课程

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相融相合。比如：在确立教学目标时，要加强对价值观的培育和塑造并给

出合理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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