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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责任和使命，高等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承担着育人的功能。《矩阵论》是理工科硕

士研究生的一门重要学位课程，本文结合《矩阵论》课程的教学实践对课程中的思政教学资源进行了挖

掘与应用，并介绍了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实施教学改革和课程思政

教学，在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现学生的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助

力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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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universi-
ties. Al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have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Matrix Theory” is an important 
degree course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Matrix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appl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and then introduces how to use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teaching reform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
net+” education. While focusing on the teaching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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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it imperceptibly realizes students’ thought guidance and value shaping, meanwhile helping 
students grow and becom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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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2019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整体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和中

小学学科德育”。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要牢固确立

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围绕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

系”。纲要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高校教师需要与时俱进，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推进课程思政，

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 
《矩阵论》课程在国内研究生中大规模开设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并逐渐成为工程硕士研究生的一

门重要数学课程。课程内容以《线性代数》和《微积分》为基础，概念和性质比较多，具有高度的抽象

性和很强的严谨性，此外概念、性质和定理的描述都有严格的标准，具有很强的规范性[1]，并且课程的

很多内容在电气工程、控制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软件工程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矩阵论》已

成为现代工程技术领域处理大量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强有力工具，对于培养研究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并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数学基础。 
矩阵论具有发展历史长、理论经典等特点，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目前，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选修《矩阵论》课程。如何在受众面越来越广泛的《矩阵论》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使学生在打牢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思想修养、树立家国情怀，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2]。本文作者借鉴

已有经验[3]并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如何将课程思政内容“如盐入汤”地渗透到《矩阵论》教学案

例，在润物无声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 课程思政教学的总体设计 

大多数数学类课程都具有内容多、难度大等特点，课堂教学往往更重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价值

塑造方面投入不足。《矩阵论》课程具有丰富的发展历史、独特的思维方式、大量的功绩显赫的科学家、

广泛的工程应用[4]，这些都可以当作课程思政的素材，但从哪个角度挖掘，以何种形式呈现才能使其与

教学深度融合，并让学生在共情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也是难点。我们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教学设计。 

2.1. 更新教学大纲和教学组织方案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具体要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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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指示精神，深入挖掘《矩

阵论》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教学大纲中增加了思政内容，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够自

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大纲增加了课程思政案例，明确了课程思政融入点，细化并深化了课

程思政的价值目标：培养学生的宽阔视野、家国情怀、创新精神、科学思维、工匠精神、职业素养和服

务社会的责任感，树立求实创新、精益求精的科研观，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价值观和立志成才、报效

祖国的人生观。此外，我们修订了课时授课教学组织方案，在原有教学内容、学时数、教学目的和要求、

重点及难点、主要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过程时间分配和课外作业 8 个栏目的基础上，增加了“教

学思想”，充分体现课程承载的教育功能。 

2.2.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的主要渠道，不仅要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还要注重价值塑造，

为此我们围绕育人目标完善了教学内容，并通过课件和视频等形式呈现给学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2.1. 求实创新、厚积薄发的科研观 
我国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说过“了解历史的变化，是了解这门科学的一个步骤”。矩阵论的发

展历程和知识体系，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多角度探寻事物本质的过程。绪论部分介绍矩

阵论的创立者凯莱(Authur Cayley, 1821~1895)的生平事迹：于 1846 年入林肯法律协会学习并于 1849 年成

为律师，以后 14 年他以律师为职业，同时继续数学研究。1863 年被任为剑桥大学纯粹数学的第一个萨

德勒教授。他一生发表了超过九百篇论文，包括关于非欧几何、线性代数、群论和高维几何(相对论的理

论基础之一)。鼓励学生学习凯莱的勤勉、执着的科学精神，形成求实创新、厚积薄发的科研观。 

2.2.2.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价值观 
在讲拉普拉斯(Laplace Transform)的行列式展开定理时，介绍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侯爵(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共发表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论文 270 多篇，专著合计有 4006 多页，成就斐然。

在他 18 岁决定从事自己热爱的数学事业而满腔热情地去追寻著名学者达朗贝尔时被拒绝接见，但他不灰

心，后来他寄去一篇力学方面的论文给达朗贝尔，证明了自己并得到了认可，告诉同学们探索未知、追

求真理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需要有百折不挠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激励

同学们形成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价值观。 
通过行列式的拉普拉斯展开法，让学生体会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方法，即分解为若干简单问题，化

难为易。该方法适用于解决许多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是经常用到的科学思维方法。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和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变能力。 

2.2.3.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观 
在分析线性空间基底的概念时，强调基底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线性无关性(任何一个都不能被其余

的线性表示)和最大性(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或缺)，结合企业裁员“裁去者可被替代，留下者缺一不可”，

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地告诫学生要不负韶华，努力储备知识，拓展技能，不断提升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

的综合能力，做一个“高维”的人，努力增强自我的不可替代的素养，形成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奋斗观。 

2.2.4. 立志成才、科技强国的责任感 
在讲矩阵的广义逆时，简单介绍利用矩阵的乘法将明文转换成密文，再将密文转换成明文从而破译

密码。讲述 2019 未来科学家大奖获得者王小云设计的加密算法，为保护国家重要领域和重大信息安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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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挥了极大作用，鼓励学生学习科学家不畏艰难、锲而不舍、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树立立志成才、

报效祖国的人生观。 
我国数学家曾远荣(1903~1994)，在广义逆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治学

严谨，在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最早提出建立计算数学专业，是我国泛函分析的鼻祖、举世公认的

逼真解与广义逆的奠基人。通过介绍数学家曾远荣的爱国事迹和数学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

自豪感，引导学生自发学习我国数学家献身祖国、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 
2020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广义逆矩阵”的奠基人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在数学物

理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彭罗斯对数学物理的贡献集中在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相关的问题上，而这些问

题都和几何有关。彭罗斯最为有名的发明是与娱乐数学有关的彭罗斯贴砖，他还与霍金一同证明了奇点

定理。在拓宽学生视野和激发学习兴趣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培养他们的学科交叉

意识和复合型人才意识。 

2.2.5. 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讲矩阵范数引入条件数时，通过介绍“微小的扰动会给方程组求解与矩阵求逆带来巨大误差”来

阐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简单道理，并以图片和视频结合的形式展示我国在航天航空、铁路科技

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胜利会师”——神州十六号和神州十七号乘组太空对接；“深海

之吻”——港珠澳跨海大桥沉管对接，“驰骋千里，平滑如一”——高铁立硬币事件，培养研究生严谨

治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正创新、科技强国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诚实正直的人格品质，同时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3. 创新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融入“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主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来发挥教育的作用，与传统教育相比，“互联网+”教

育资源更加丰富，而且通过互联网可以进行实时交流[5]。在《矩阵论》课程的教学中，我们基于泛雅超

星搭建了“学生自学、教师交流和问题解答”的网络教学平台，实施基于 BOPPPS 的线上线下相结合混

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互联网 MOOC 和微课形式中的讨论区进行在线网络答疑和主题讨论，拓展了“教”

与“学”的空间，共建和共享优秀教学资源，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探究能力，达到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的优势互补。这是结合现代社会互联网的发展设计的

学习和答疑辅导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与互联网联系起来，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矩阵论》课程的

效果和质量，同时为后续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6]。线下的课堂教学多组织学生对问题及难点开展探究式

学习，提高课堂效率和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现代

教育理念[7]。 
将与课程思政相关的伟大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数学史和矩阵论在智能建筑、神

经网络、机器学习、图像处理、人脸识别、通讯信号等领域的一些工程应用案例作为拓展资料嵌入到线

上课程里，让学生在开阔视野的同时，提高人文素养，进而实现价值引领。 

2.4. 提高教师文化修养，以教风带学风 

教师文化修养不仅包括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包括数学文化、教育技术知识以及对“课程思政”的认

识和理解。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教学中所表现的一丝不苟、谦虚好学和肯于钻研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

以及诚实、务实和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会使学生受益终生。老师的创新意识、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对于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8]。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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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榜样，学习他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

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

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3. 总结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足之本，课程思政需要融入到教学各个环节，强化课程教学的育人功能。课程

思政关键是落实，我们把思政元素融入大学教学大纲、教学组织方案和课堂教学，并利用“互联网+”等

现代教学技术搭建网络教学平台，形成多层面、多媒体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 
课程蕴含的知识点、时事新闻、社会热点问题以及一部电影和一首歌曲都可以成为课程思政的切入

点。我们需要不断挖掘课程思政素材并与教学深度结合，而不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避免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育“两张皮”，将隐性教育融合到显性教育中，使学生在润物无声中将思政内容内化于心并自觉地

付诸实践，使他们深刻领悟到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做一个富有责任感和勇

于担当的有志青年。 
“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

源，肩负着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要不断完善自身的能力储备和提升育人素养，

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

和“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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