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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线性代数课程思政案例式教学。经过多年的建设，团队确立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并依据目标梳

理汇总了线性代数中能够融入课程思政的知识点以及适合融入到线性代数课堂的思政内容，编制出10个
线性代数课堂思政案例。从相关历史、拓展案例和哲学思维三方面介绍了将思政教育融入线性代数课堂

的实施办法，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力求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落实到每一堂课中。在实施

过程中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和评价问题。案例式教学有

效解决了如何确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的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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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se bas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courses is analyzed. 
After years of construction, we established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And based on these goals, the knowledge points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as well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suitable for 
integration into linear algebra courses were selected. Hence, 10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were develope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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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linear algebra courses from three aspects: 
relevant history, expanded cases,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strives to implement the educa-
tional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 in every class. Enhanc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national pride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approach and evaluate problems with a scientific at-
titud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ase based teaching effectively solves the teaching prob-
lems of how to determine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how to ef-
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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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高校有义务积极引导学生热爱祖国听党指挥，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和需求，培养学生增强遵纪守法的意识，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道德情操、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

时代精神。作为高校教师，更应牢记自己身上的使命，回答好总书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

怎样培养人”这三个教育的根本问题并落实在自己的教学始终[1]。但人生观的建立远非一朝一夕之功，

全面健康的人生观仅靠传统的思想政治课堂是远远不够的，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恰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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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一讲话肯定

了在专业课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高校教育指明了方向。 
课程思政要求各学科授课教师在熟悉本学科专业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尽可能地将学科知识与思想政

治内容相结合，达到“既育才也育德”的教学要求[3] [4]。经过几年的建设，特别是在 2018 年学校实施

“双带头人”后，按照习总书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牢

固树立“抓基层、打基础”的理念，不断加强教师党支部建设，大力选配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既

熟悉党建工作又是业务骨干的优秀教师担任党支部书记，实现支部书记既是党建带头人也是学术带头人

的“双带头人”机制，进而促进数学系逐渐形成以教工党支部为依托的课程思政改革。经过一系列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在如何确定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等教学问题上取得了很多

宝贵的经验。形成了案例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模式。 

2.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目标的确立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始终以总书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三个教育的根

本问题为指导思想，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文化自信，突出科学精神、石油精

神。通过与线性代数知识相结合[5]，使思政的内容有了具体的案例基础，使学生更易接受，更易产生共

鸣。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设计为以下三点(详见图 1)： 
(1) 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 
(2)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石油精神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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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帮助学生懂得数学的美和价值。 
 

 
Figure 1. The goal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课程思政目标 

3. 案例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围绕上述育人目标，团队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思政建设工作，形成了线性代数案例式教学模式： 
(1) 能力建设，提高教师思政素养。团队开展了示范性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竞赛等各项活动，鼓励教

师积极探索和参与课程思政，让课程思政深入人心，成为教师的自觉行动。 
(2) 二次开发，编制课程思政案例。根据知识体系构建了丰富的思政案例库和示范教学课件，积累了

丰富的教学素材。 
(3) 内容重构，有机融入思政主题。以案例为着力点，重构导入内容，服务思政主题；以科技话题为

载体，重构例题，强化思政主题。 
(4) 多管齐下，助力思政落地生根。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增加课程与学生之间的粘性；增加互动式、

发现式和研讨式教学，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运用雨课堂、学习通等智慧教学工具进行教学管理

和反馈改进，在跟踪过程中推动思政落地。 
经过多年的建设，课程团队梳理汇总了线性代数中能够融入课程思政的知识点以及适合融入到线性

代数课堂的思政内容，以科学精神和石油精神为着力关键，以专业伦理与社会服务为价值依托，不生硬、

不刻意，做到“润物细无声”。两项结合共编制出 10 个线性代数课堂思政案例[6]，见表 1。每个案例都

实现了“如春在花，如盐在水”般的效果。 

4. 课程思政案例展示 

4.1. 穿越千年的科技之光——从《九章算术》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高斯消元法是用矩阵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形成于 19 世纪初，其基本思想是分离系数，顺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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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于这一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计算程序，所以它是用电子计算机解线性方程组常用的一种方法。事

实上这个解法早在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中就已出现，虽较新法略繁，但步骤整齐，算法别致，

和高斯消元法有颇多相似之处。 
 

Table 1.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1. 课程思政案例汇总 

 专业知识点 思政元素 方法 

1 化上三角行列式 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尽管现象千变万化，然而本质始终如

一。 
 

2 矩阵的概念 虽然矩阵在数学上并不是大的改革，但历史证明他已经成

为高度有用的数学器具。进一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以二维码和计算机图形学

为例展示矩阵的现代应用。 

3 矩阵的运算和逆

矩阵的应用 
增强学生对国家机密、自身信息的安全意识。基础学科的

基础知识是专业领域的基石，因此当代大学生也应端正心

态，不怯于做基石，亦勇于求发展。 

介绍矩阵在信息加密技术

(如凯撒密码和希尔密码)中
的应用 

4 线性变换 从更高视角看待网络游戏——游戏场景的构建依赖于线

性变换(透视变换、旋转变换、平移矩阵)。 
结合热门游戏中的场景进

行分析。 

5 矩阵分块法 引导学生思考“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提出并行计算

的思想，并引申至团队协作精神。团队中的每个个体，都

对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讨论式教学；个别发言。 

6 矩阵的初等变换 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学智慧、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不深

入思考，难以形成革新的系统性理论或方法；吴文俊院士

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中国古代科学领域的成就是古人

集体智慧的结晶，当代大学生更要以此为目标，奋发前行。 

以九章算术中的方程引出

高斯消元法，播放吴院士的

采访视频。 

7 求解线性方程组 从病态方程组看待“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培养学生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以卫星导航系

统工作原理中求解线性方程组的例题为载体谈掌握核心

技术对国家的重要性，培养民族自豪感。 

简述卫星导航系统的工作

原理。 

8 线性方程组解的

判定定理 
科学研究与兴趣爱好并不冲突，很多大科学家有着高尚的

审美素养。科学创新和文学创作一样，都需要丰富的想象

力。广泛的兴趣爱好还可以提升幸福指数，感受生活的美

好。 

介绍该定理的提出者—查

尔斯˙道奇森(他还是《爱丽

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 

9 向量组的极大 
无关组 

从极大无关组看人的核心竞争力；体会“化繁为简”和“取

精用弘”的思想。世上没有生而无用之人，发挥自身优势，

并将自身优势融入适合的团队之中，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

面。 

以女排夺冠的电影片段引

入，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上

场队员的配置特点，引出极

大无关组的概念。 

10 矩阵对角化 以工业污染中的对角化问题为例引导学生关注生态环境；

以人口迁移中对角化问题为例引导学生关注民计民生。 
应用举例 

 
《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刘徽重辑《九章算术》是在公元 263 年，比欧洲早了一

千多年。《九章算术》中使用筹算求解三元一次线性方程组时，去掉未知数，将系数和常数项都放在固

定的位置上，可以说是构成一个图表。若把筹算的图表“看作”矩阵，其转置即为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筹算的“遍乘”是用一个非零数乘方程的各项，筹算的直除法是从一个方程累减(或累加)另一个方程，这

实际上就是对方程组的增广矩阵进行初等行变换。无论是从运算过程还是从结果的形式上看，两者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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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ase 1 
图 2. 案例 1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通过对比讲解的教学方式(见图 2)，使学生认识到数学体系的建立承载了先辈们锲而不舍的钻研，只

有勇于深入探索，不断完善，才能攀登科学高峰。在培养学生探究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同时，更提升了文

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课堂效果反馈时学生们纷纷表示：先辈们的突出成就是如今发展的基石，未来将

在科技创新中继续努力，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4.2. 从病态方程组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在第三章线性方程组的解一节已经完全解决了线性方程组问题，即：可以根据系数矩阵的秩和增广

矩阵的秩确定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如何求解。但完美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仍然会出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由伏安法测电阻引出。实验时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可以得到几组电流和电压的值。将

这些值代入欧姆定律，就得到方程组(1) 

0.5 1
0.7 1.5
0.9 1.7

x
x
x

=
 =
 =


                                      (1) 

由定理可知，方程组(1)是矛盾方程组，无解；但一个电阻的阻值又是客观存在的。这里可引导学生

讨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并结合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步骤分析如何从矛盾方程组中求出“客观存在的

解”。最后由老师总结：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由于误差的普遍存在性，因此需要经过多次测量以求

最大程度减少测量误差。工程上，这一类方程数量大于未知数数量的方程组叫做超定方程组。实验时，

在伏安坐标纸上画过原点的直线，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电阻的阻值，其实这就是最小二乘法，即虽然不

能满足每个方程，但我们选取的解应保证每个方程左右两边的差别尽量小。运用最小二乘法解决伏安法

测电阻的问题，就是理论应用到实际时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解的判定定理在解决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

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评价问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注重实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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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探索。 
 

 
Figure 3.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ase 2 
图 3. 案例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第二个问题是解的稳定性。在授课过程中首先给出下面两个线性方程组并求解。 

1 2 1

1 2 2

10001 10000
0.9999 10000 1
x x x

x x x
+ = = 

⇒ + = = 
                         (2.1) 

1 2 1

1 2 2

10000 10000
0.9999 10001 20000
x x x

x x x
+ = = − 

⇒ + = = 
                         (2.2) 

方程组(2.1)和(2.2)的系数矩阵完全一样，常数项差别很小，可以看作是对同一实验的两次测试结果，

然而两者解的差别却特别大，这种方程组的参数有微小改变导致解的差别特别大的线性方程组是不稳定

性的。此时用近似方程组得到的解是没有办法代替原方程组解的。然而不稳定方程组在工程实际中大量

存在，因此如何从近似方程组中找到某种“合理的解”来代替原方程组的解一直是研究者们热衷的问题。

经过很多专家学者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已经获得了一系列的办法，然而解的稳定性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完

全解决。 
在课堂教学中，直面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积极探索

适当的方法让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发挥最大作用。在探索过程中培养学生大胆猜想、小心求证的批判和怀

疑的精神，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科学思想，强调注重实践等科学精神(见图

3)。并通过两个实例引出实际与理论的差别，引导有兴趣的同学继续阅读相关文献，培养自主学习的能

力。 

5. 总结 

线性代数课程作为一门起点低、受众面广的公共数学基础课程，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和哲学思想，

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良田沃土。课程团队从历史、特性、案例和相关知识点出发梳理思政元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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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案例，设计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力求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融入日常教学

的点点滴滴。 
尽管已取得初步成效，但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在今后的课程建设中，团队将继续

融会创新，紧跟时代发展，捕捉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新结合点，不断拓展线性代数课程思政建设的方

法和途径，丰富完善教学案例库，与学生在“思政”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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