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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性代数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实用性与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吻合。然而，在高

职院校中，该课程存在难度大、被边缘化、应用性欠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聚焦该课程的应用性，在实

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思考该课程的教学现状，给出了一些增强课程应用性的策略并分享了两个实际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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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ublic basic course, the practicality of Linear Algebra is in line with the training 
goal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 However,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course 
fa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high difficulty, marginalization, lack of applicability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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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urse. Base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by analyz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some strategies to enhance its ap-
plicability are proposed, and two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 are shared. 

 
Keywords 
Basic Cours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inear Algebra, Teaching Strategies,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线性代数》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是培养学生用数学的思想、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素养的一门重要课程，是一门应用十分广泛的实用性课程[1] [2] [3] [4]。对于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

高职院校来说，它是实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作为高职院校的公共基础课，《线性

代数》主要研究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等相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计算方法，一般不涉及更为

抽象的线性空间、线性变换等理论。尽管如此，该课程仍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以及逻辑性[5] [6]。同时，高

职院校给予该课程的课时量往往比较少(一般是 30 课时或 32 课时，甚至压缩到 10 课时以内) [7]，而该课

程又拥有大量纷繁复杂的概念、性质以及定理。种种因素均导致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认为该课程难度很

大，学习过程乏味，过于抽象缺乏实用性等。正因如此，《线性代数》的教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热

点[8]-[13]。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该课程应用性的角度展开研究，旨在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策略，为后续

的研究或教学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根据高职院校《线性代数》课程一线教学工作的实际经验，

通过对实际教学工作的反思与深入思考，本文分析了增强课程应用性的意义并提出一些相应的策略，同

时结合几个实际教学工作中的案例予以说明。 

2. 高职院校《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 课程抽象性强，难度大 
相比于《高等数学》(有些院校称之为《应用数学》)，《线性代数》拥有大量新的概念、性质和定理，

有较高的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很多概念都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例如行列式、矩阵、矩阵的秩、向量组、

线性空间等等。高度抽象性是代数学的特点。这些纷繁复杂的抽象概念使得这门课程的难度偏大。 
2) 课程被边缘化，课时量少 
《线性代数》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一般而言本科院校会安排 40 至 50 课时。然而正如第一节所言，

高职院校往往将这一门公共基础课边缘化，安排的课时量较少，通常只有 30 课时，甚至压缩到 10 课时

以内，部分院校甚至取消这一门课。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仅部分专业专门开设《线性代数》课程，

课时量为 30 课时，教授内容为行列式、矩阵、向量组等，二次型以及线性空间等内容不做要求；对于工

科 A 层次以及 B 层次的教学班，《线性代数》仅作为《应用数学》课程的一个子模块，课时量为 10 课

时，教授内容为矩阵概念、运算、初等行变换、秩以及线性方程组的解。本身难度较大，加上课时量偏

少，导致该课程对高职院校学生极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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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课方式较保守，应用停留于表面 
由于该课程课时量紧张，在实际授课时，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不得不按部就班地按照课本内容

讲授，甚至课堂练习的时间都不多。这一现状导致该课程授课方式较保守，即使有应用，也是停留于表

面的“应用题”的形式。这种形式学生根本体会不到本课程的实用性，只会觉得这是一门传统的数学课，

对于实际生活、专业没有什么价值。 
4) 学生基础较薄弱，学习主动性不高 
相比于本科院校学生，高职院校学生对于文化课的基础本身就比较薄弱。《线性代数》又是一门对

抽象能力、逻辑思维有一定要求的课程，其本身难度不小，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更加不友好。课程难度大、

知识点抽象、授课保守、应用性欠缺……种种因素叠加，学生会觉得课程枯燥乏味，缺乏学习动力，最

终导致学习效果不好。 

3. 增强高职院校《线性代数》应用性的意义与策略 

3.1. 意义 

1)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学生觉得一门课程枯燥乏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该课程没用。因此，通过在课程中讲解实际案例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切实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性，使学生能体会到课程的价值，有利于学生培养学习动

机，建立学习主动性，增强学习的自信心。 
2) 有利于发挥线性代数实用性的特性 
如前文所述，《线性代数》本身就是一门实用性课程，其使用价值体现在生活、工程中的方方面面。

由于教学方面的种种因素，其实用性被隐藏。通过切实增加线性代数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性，有利于发挥

线性代数本身的实用性价值。 
3) 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建模素养与能力 
所谓数学建模能力，是利用数学思维、工具和方法思考、解决实际或工程问题的思维与能力。数学

建模是数学的应用价值的集中体现。数学建模是基本数学素养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在课程中

加强应用能力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建模能力与素养。 
4) 有利于实现高职院校培养目标 
与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能力是高职院校学生最基本能力之

一。通过在理论课程中加强应用能力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应用能力，从而有助于高职院校

应用性人才的培养。 

3.2. 一些策略 

1) 数学建模与教学相结合 
前文提到，数学建模是基本数学素养之一，是数学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集中体现。数学建模训练与数

学应用能力培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而《线性代数》本身就是一门实用型课程，其在各方面的应

用比比皆是，因此数学建模与《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相结合是十分合适的。通过数学建模练习题，将抽

象的知识点分散到建模过程中，不仅能加强课堂应用性，也能切实的提高学生应用能力，还能提高课堂

的趣味性，吸引学生学习，建立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提高课堂效果。 
2) 推行项目化教学 
项目化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强调问题引领、任务驱动和成果导向的教学范式，契合高职院校

的育人目标。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推行项目化教学改革，改革成果丰硕，效果良好。项目化教学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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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线性代数》的教学工作。通过对该课程进行项目化教学改革，可以有效增强该课程的应用性，

丰富课程资源，增强课程价值，丰富课程评价模式。项目化教学的阶段性成果，也能给学生鼓舞与信心。 
3) 基础课与专业课深度融合 
基于高职院校的性质与育人目标，高职院校的公共基础课应该为专业课程服务。教师们可以深挖公

共基础课与学生的专业课之间的联系，积极将基础课与专业课深度融合，学习基础课的同时加深对专业

课的理解，而在课堂上将基础课应用于专业课也能提升学生学习基础课的兴趣，一举两得。 

4. 实践案例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推行课程改革，其中对于数学等公共基础课推行分层分类教学。其中，工科

类 A、B 层学生需要学习线性代数知识。只不过线性代数不作为独立的一门课程，而是作为 8 课时的模

块融入到《应用数学》课程中，讲授的主要内容为矩阵相关概念以及通过矩阵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和线

性方程组的解。如此短的课时，加之没有行列式知识作为铺垫，如何让学生理解并学会应用这些知识点

成为一个难题。 
在一次课前与学生们的聊天中，笔者偶然得知了他们在学习电路分析课程，于是把即将开始的《线

性代数》模块与电路分析课程紧密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下面分享两个具体的案例。 

4.1. 线性方程组与支路电流计算 

基本的电路分析主要用到基尔霍夫两大电路定律[14]：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 Kirchhoff’s Voltage 
Law)以及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 Kirchhoff’s Current Law)。其中 KVL 的内容是：在电路网络的任何一

个闭合回路中，各元件上的电压降的代数和等于电动势的代数和；KCL 的内容是：在任一时刻，流过电

路中任意一个节点的电流代数和为 0。在分析实际工程中的实际电路时，这两大定律往往结合起来使用，

从而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可以迅速计算电路中各个支路的电流值。 
电路分析相关课程是机电类学生的必修专业课之一。据学生反映，电路课程难度也较大，学生们或

者无法分析电路得到线性方程组，或者得到线性方程组之后不会求解。而线性代数中矩阵知识最直接的

用途就是求解线性方程组。因此，《线性代数》模块的第一次课以一道电路分析题开始。 
例 1 如图 1 所示的电路图中，电源电动势 1 4 VU = ， 2 3 VU = ，电阻 1 1R = Ω， 2 3R = Ω， 3 5R = Ω，

试计算流过电阻 3R 的电流大小与方向。 
 

 
Figure 1. The Circuit 1  
图 1. 电路图 1 

 
这是一道十分基础的电路分析练习题。然而在数学课的黑板上突然出现一道电路分析题，这让学生

们觉得十分新奇，不少学生甚至与我开起玩笑：“老师，你怎么教起电路来了？”“没想到数学课还要

被电路折磨”等等……也有部分同学表示不会做电路分析题。于是我说，接下来的几次数学课老师将教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463


范嘉琪 
 

 

DOI: 10.12677/ae.2024.143463 915 教育进展 
 

大家解电路题，原先就会解的同学也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电路分析课期末考了高分记得感谢我。”

我也与学生们开了个玩笑。这一个小开场，充分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为后续教学打下基础。这也说

明了，跨学科融合、基础课与专业课深度结合的方式能有效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也能有效提高教

学效果。 
如图 2 所示，该电路有 3 条支路和 2 个独立回路。任意假设这 3 条支路的电流方向，如图 2 中电流 1I ，

2I ， 3I 所示。于是对于节点根据 KCL 可以列出方程： 

1 2 3 0.II I− − =                                      (1) 

同时，任意假定两个独立回路的方向，如图 2 回路 I 和回路 II 所示。对于这两个回路根据 KVL 可以

列出如下两个方程： 

1 1 3 3 1,I R R UI− =−                                     (2) 

2 2 3 3 2 .R RI I U− =                                     (3) 

联立方程(1)、(2)、(3)并代入已知条件，可以得到如下线性方程组 

1 2 3

1 3

2 3

0,
5 4,

3 5 3.

I I I
I I
I I

− − =
− − =

− =







                                     (4) 

于是，只需要解出这个三元一次方程组即可得到流过电阻 3R 的电流的大小与方向。 
 

 
Figure 2. The analysis of circuit 1  
图 2. 电路图 1 的分析 

 
我们考察方程组(4)，如果将变量由 1 2 3, ,I I I 替换成 1 2 3, ,x x x ，该方程组的解不会发生变化。同样地，

再将变量从 x 换成 t 或者换成u ，该方程组的解都不会有变化。真正影响该方程组的解的因素是未知数前

面的系数以及最后的常数项。因此，我们将这些数字提取出来，得到一个数表，并在其两侧加上括号表

示它是一个整体，这个数表就是一个矩阵，即 

1 1 1 0
1 0 5 4 .

0 3 5 3
A

− − 
 = − − 
 − 

 

为了能从矩阵的角度解线性方程组，我们需要系统地学习矩阵相关知识。 
至此，顺利引入矩阵的教学内容。之后的课程，在讲解完矩阵基本概念以及运算之后，可以将该方

程组写成更为简洁的矩阵相乘形式，之后通过分析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加减消元法，得到通过矩阵的初等

行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可以看出，该例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线性代数模块，只差矩阵的秩这一个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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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矩阵的秩与有效基尔霍夫方程个数 

矩阵的秩是《线性代数》中较抽象的概念之一，如何将这一抽象的概念可视化是一个难题。我们仍

然借助电路图解释这一概念。 
例 2 在如图 3 所示的电路图中，试问利用 KVL 可以列出几个方程？这些方程中，真正有效的方程(独

立的方程)有几个？ 
 

 
Figure 3. The Circuit 2 
图 3. 电路图 2 

 
这个电路比例 1 中的电路复杂了一些。该电路共有 6 条支路，共有 7 个回路。图 4 展示了其中 5 个

回路，即 3 个红色的回路以及一个绿色的回路和一个蓝色的回路。假设我们要计算流经 4R 的电流，需要

将这 7 个回路都列成 KVL 方程吗？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图 2 所示的电路分析，事实上这

个电路中不止两个回路，如果忽略 3R 所在的支路，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大的回路。但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这条回路，不是因为它没有流过电阻 3R ，而是因为这个回路是回路 I 和回路 II 的组合，即使

列出 KVL 方程，也是无效的，因为它就是方程(1)与(2)之和。换而言之，图 1 所示的电路图利用 KVL 得

到的有效信息最多就是两条。 
 

 
Figure 4. The analysis of circuit 2 
图 4. 电路图 2 的分析 

 
现在我们回到图 4，从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绿色圈圈表示的回路就是右侧两个红色回路的简单组

合，而这三个红色回路组合在一起就是蓝色回路。事实上，这三个红色回路以不同形式组合就能得到全

部 7 个回路。同样的道理，在计算时我们不必列出 7 个 KVL 方程，只需列出 3 个红色回路或者任意 3 个

互相独立的回路的 KVL 方程即可。也即这 7 条信息里面，真正有效的信息最多只有 3 条。像这种有效信

息的概念，就是矩阵的秩。而且从矩阵的角度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哪些回路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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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方式顺利引入矩阵的秩的概念后，我们可以借着这个例子继续探究矩阵的秩的计算方法以

及相关性质。 
可见，电路分析可以贯穿整个《线性代数》模块，与线性代数的教学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学生们

加深了对电路分析的理解的同时，也扎实地掌握了线性代数知识及其应用。此案例也是高职院校公共基

础课与专业课深度融合的一次实践。 

5. 总结与展望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增强公共基础课的应用性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不仅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还

能丰富教学资源，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是十分有益的。

从第 4 小节的实际案例可以看出，《线性代数》与专业课紧密结合是可行的，而且能取得不错的教学效

果。当然，这也只是一点浅显的尝试，更多专业的深度融合还等着我们去挖掘。教学是教与学的过程，

不仅学生在学，教师更应该学。对于课程的反思与思考是教师学习的重要过程。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

们要通过不停的实践、反思、改革创新的循环过程，切实提升教学质量，以适应时代的进步与学生的需

求以及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在此也呼吁高职院校的老师们，增强课程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应

用能力，以响应国家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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