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性代数》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设计书 

信息与智能工程学院 

方娟妮（负责人） 

一、课程概括 

《线性代数》广泛地用于电子、电气、通信等专业各个领域，是工科专业一

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程。线性代数是以讨论有限空间的线性理论为主，具有较强

的抽象性与逻辑性,通过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应用科学中常用的矩阵方

法、线性方程组等理论及其相关知识，并具有熟练的矩阵运算能力和用矩阵方法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将融合课程思政内容，将德育内容融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并达到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形成对人生价值的正确认识

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应用科学中常用的矩阵方法、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

理论，熟练进行行列式、矩阵相关计算；能够运用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及解的结

构、相似矩阵及正交对角化的概念对工程问题进行建模和求解；能够利用内积、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等知识对信息进行处理，分析和应用等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 

（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必要的计算技能和利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具备初步的数学建模与建模能力，与专业课程相结合解决电

类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能够将严谨缜密的数学思维及相关数学知识

应用于电类领域工程活动中。 

（三）价值目标 

本课程融合课程思政内容，将德育内容融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

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课程教



学中融入多个科学家的“小故事”，激发学生们勇于攀登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深挖概念原理背后的哲学思想，培养辩证思维能力；以案例为导向，激发学生们

的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课堂教学中采用探究式、启发式等多元

教学方法，立足于学生精神成长，以理服人，“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思政教育。 

三、思政元素 

（1）爱国主义的教育 

上课时可结合数学发展史以及中国数学家、线性代数概念故事对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 

（2）培养辩证唯物主义思维 

深挖概念原理背后的哲学思想，通过以点带面，多个案例，润物细无声地把，

对立和统一，局部与整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思维与线性代数的知识自然融

合，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看待事物，提高学生理解问题能力。 

（3）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深挖蕴含思政实际应用案例融入教学，把理论教学和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在一

起。即提高了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思

政教育，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4）激发学生们的科技使命感 

深挖理论知识与电子专业等应用案例，鼓励学生用相关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科技使命感。 

四、设计思路 

线性代数这门课程内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以及严密的逻辑性。学生在学习时，

也会发现课本上都是抽象的概念，及很长篇幅的定理证明，为了提高学生们继续

学习的兴趣，课程组将线性代数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注重将思政元素和理

念融入线性代数课程的整个教学活动，让学生更容易、更清楚地理解与掌握基本

概念。学生在学习抽象的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

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培养了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 

基于三全育人的教学理念，思政教育以课堂为主线的三个环节展开，形成三



维度的教学闭环，环环实现育人理念。 

1）课前细化育人目标，挖掘相应思政素材，提高老师思想修养。课程组根 

据育人目标细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辩证思维三个方面的若干个

小目标，根据每个小目标对应的知识点，挖掘思政素材。 

2）课中以应用案例驱动，采用灵活多变教学模式，实现学生思政和老师思

政互相融合。教学过程中以应用案例，介绍数学史驱动，采用启发、探究，提问，

讨论多种教学方式模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落实思政课程理念。学生汇报思政

小论文讲解自己对科学家故事的感悟和理解。而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感悟本课程的

知识及考察学生讨论和汇报情况，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 

3）课后思考拓展启发学生思政精神。 

课堂外课程思政案例分析、搜集相关科学史和科学家故事，寻找与课程相关

的实际问题并进行解决，将知识概念与日常生活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引导

学生在课后进行思政精神的实践。学生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和实际应用案例反哺育

于课堂教学，形成教学的三维闭环。 

五、实施案例 

案例 1： 逆矩阵 

（1） 观看解密电文的视频片段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战争时期，敌我双方均需要进行情报收集和传输。然而，这些情报一旦

落入对方手中，甚至会危机军队的生命安全，为了确保情报安全性，加密和解

密显得尤为重要。 

 

图 1：战争时期情报发送 

思政元素：科技兴国使命感 

当今信息化社会，加密和信息安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只有不断提升密

码学和防护体系，才能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习近平在 2014 年网络



安全会议上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建

设网络强国，要有过硬的技术”。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作为高校的青年学

子要有竞争态势，主动求变，以自我变革的使命感，探索新方法，努力提升个人

的综合素质，为推动科技技术的快速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思政元素：网络安全教育 

同时引导学生们面对网络世界的五彩缤纷，要正确使用网络，文明上网，拒

绝网络中的种种诱惑。在 QQ、微信等聊天时，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

卡信息。不要盲目崇拜黑客，破坏网络运行、攻击别人计算机，不要沉迷于网络

和游戏，让学生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 

（2） 通过案例理解逆矩阵 

1929 年，希尔通过矩阵理论对传送信息进行加密处理，提出了在密码学史

上有重要地位的希尔加密算法。基本思想是，假设我们要发出”attack”这个消

息，即明文。首先把每个字母 a,b,c,d......x,y,z 映射到数 1，2，3，

4......24,25,26。就可以用下数集表示：“attack”(1,20,20,1,3,11），把这个

消息按 3个数字为一列写成矩阵的形式：𝑀𝑀 = �
1 1

20 3
20 11

�。 

第一步：“加密”工作。现在选一个三阶矩阵作为加密矩阵（发方和收方双

方约定），如：𝐴𝐴 = �
1 2 3
1 1 2
0 1 2

�。于是可以把将要发出的消息或者矩阵经过乘以

“A”变成“密码”B(即密文）后发出。 

1 2 3 1 1 101 40
1 1 2 20 3 61 26
0 1 2 20 11 60 25

AM B
    
    = = =    
    
    

 

第二步：“解密”。并利用双方约定的“密钥”，求出由希尔加密算法得到密

文 B对应的明文。也就是求𝐴𝐴𝑀𝑀 = 𝐵𝐵，里面的 A。 

引导学生思考： 

问题 1：矩阵有加、减、乘法，那么有没有除法呢？ 

问题 2：𝐴𝐴𝑀𝑀 = 𝐵𝐵 很相似于数学里面的𝑎𝑎𝑎𝑎 = 𝑏𝑏,在数学里面可知𝑎𝑎 = 𝑏𝑏
𝑎𝑎

= 𝑎𝑎−1𝑏𝑏，

那么矩阵 M可以表示成𝑀𝑀 = 𝐴𝐴−1𝐵𝐵？ 

问题 3：𝑎𝑎−1只有 a ≠ 0 时才成立，那么矩阵A−1什么时候存在？ 



问题 4：𝑎𝑎𝑎𝑎−1 = 1,那么矩阵AA−1=? 

利用创设情境问题引入方式，引导出逆矩阵的定义。 

对于 n阶方阵 A，若有一个 n阶方阵 B，使得 AB=BA=E，则称矩阵 A是可逆

的，矩阵 B为 A的逆矩阵。只有|𝐴𝐴| ≠ 0,矩阵 A才可逆。 

思政元素：矩阵与数的对比，不为零的数的倒数知识类比思想，导入矩阵的

逆矩阵，使得抽象的逆矩阵问题具体化，激发学生用旧知探索新知的欲望，降低

学生的学习难度。由旧知引出新知，渗透事物联系和转化的辩证思维。事物是在

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前行的。学生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往往是发展的

契机，而非阻碍，接受变化的挑战。 

案例二：利用矩阵解决线性方程组思想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利用矩阵工具解决线性方程组是线性代数课程里非常重要的方法，基本思想

是分离系数，顺序消元方法。17世纪莱布尼兹在《矩阵论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

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但中国古代的数学刘徽著作《九章算术》的第八

章方程术中就已有利用“数码方阵”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九章算术》第八章

中以一个例子介绍“方程术”：“今有上禾三秉，中禾二秉，下禾一秉，实三十九

斗；上禾二秉，中禾三秉，下禾一秉，实三十四斗；上禾一秉，中禾二秉，下禾

三秉，实二十六斗．问上、中、下禾实各几何？这里的禾、秉、捆分别为庄稼、

捆、粮食之意。用现代符号表示就是如下的三元一次线性方程组： 

 

 �
3𝑎𝑎1 + 2𝑎𝑎2 + 𝑎𝑎3 = 39
2𝑎𝑎1 + 3𝑎𝑎2 + 𝑎𝑎3 = 34
𝑎𝑎1 + 2𝑎𝑎2 + 3𝑎𝑎3 = 26

  

 

                                       图 2：算筹方法 

其中𝑎𝑎1、𝑎𝑎2、𝑎𝑎3分别表示上、中、下禾各有一秉之实。在《九章算术中》刘

徽用算筹（竹签）将各个系数排列成一个长方阵，按照“遍乘直除”算法进行计

算。其中“直除法”就是两行对应数字相减，以达到消去其中一个数字的目的.

刘徽的解释是“令少行减多行，反复相减，则头位必先尽”。也就是今天解决方

程组时候，要把系数矩阵化简为下三角矩阵的思维。 



思政元素：刘徽给出了古代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在这之后中国一直延续使

用这种方法．它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数学的非凡成就之一，比欧

洲领先至少一千，可通过弘扬中国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图 3：中国数学家刘徽 

刘徽，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

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

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求出了圆周率π

=3.14。这些是中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刘徽的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虽然地

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 

思政元素：古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深刻于我们民族基因的东西，所以我们

要有文化自信，使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数学智慧和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家国

情怀，使命担当，激励学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案例三：向量组的最大线性无关组—以部分掌控全局，以点带面辩证思维 

创设情境引入：三基色问题，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彩色，都可以由三种基色

红、绿、蓝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再比如：二维平面上坐标𝛼𝛼1 = (0,1)和𝛼𝛼2 = (1,0)，

利用这两个坐标点线性组合𝑘𝑘1𝛼𝛼1 + 𝑘𝑘2𝛼𝛼2，可以表示二维平面上任意一个点

(𝑘𝑘1,𝑘𝑘2)。 

红、绿、蓝可以配置任何色彩，并且这三个颜色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

说红、绿、蓝三色是色彩浓缩的精华。坐标(0,1)和(1,0)可以表示二维平面所有

点，并且这两点之间也没有关联，从而(0,1)和(1,0)就是二维平面最本质的点。 

引到学生思考归纳向量组的最大线性无关组及秩基本概念： 

设向量组 A，若能从中选取 r 个向量𝛼𝛼1、𝛼𝛼2 ⋯𝛼𝛼𝑟𝑟。（1）𝛼𝛼1、𝛼𝛼2⋯𝛼𝛼𝑟𝑟线性无



关；（2）𝛼𝛼1、𝛼𝛼2 ⋯𝛼𝛼𝑟𝑟可以表示向量组 A中所有向量。𝛼𝛼1、𝛼𝛼2⋯𝛼𝛼𝑟𝑟为向量组 A的

极大线性无关组，个数 r就是向量组的秩。也就是向量组 A的核心内容。 

思政元素：通过类比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极大线性入关组的概念，进一步延

伸，教师可引导学生平时在分析问题时学会抓住问题的核心，不能仅仅停留在问

题的表面现象，而是追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 

思政元素：通过极大线性无关组概念可知只需要研究向量组中的极大线性无

关组，就可以了解向量组整体。这不就是以点带面的辩证思维。引导学生干部、

党员应该严于律已，以身作则，为同学们做出效仿的榜样；通过榜样的影响、精

神力量的渗透感染，由点到面，由弱到强，逐渐成为校园的一种内在精神。 

问题式引导学生思考并归纳：极大线性无关组是否唯一？ 

让学生通过分析是否可以才用（1，0），（0，2）来表示二维平面所有点，归

纳总结极大线性无关组不唯一。 

思政元素：向量组极大线性无关组虽然变了，但向量组的秩没有改变，向量

组的相关性也没有发生改变。在线性代数里多次提到这种思想，比如在求解线性

方程组的基础解时，基础解就是解向量空间的精华（极大线性无关组），但基础

解有很多种可能性。这不就是“形变质不变”的哲学思想，一个人可能在生活中

面临各种挑战和变化，但心中梦想不变，持之以恒，坚持不谢为实现梦想而奋斗。

同时也引导学生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宗旨。 

六、 特色及创新 

特色： 

1）融入数学文化，激发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 

线性代数的抽象改改后面都蕴藏着科学家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通过介绍科

学家的生平故事来培养学生们的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2）展示哲学思想，培养辩证思维能力 

深挖概念原理背后的哲学思想，通过以点带面，多个案例，润物细无声地把

变与不变，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思维与概率统计的知识自然融合，引导学生用辩证

思维看待事物，提高学生理解问题能力。 

3）以案例为导向，激发学生们的科技使命感 

深挖理论知识与电类等应用案例，鼓励学生用相关的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及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 

七、教学效果 

在《线性代数》的课堂上，课程组老师不断探索各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

新媒体的展现与交互优势，运用新媒体推进课程思政教学，使思政教育的黏合

力直达学生心灵。对于学生主动学习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1）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思政教学设计更容易让学生们理解掌握线性

代数抽象知识点；学生们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课堂参

与率明显提升，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2）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亲自动手参与实践，寻找与课程相关的实际问

题，设计建模转化为矩阵问题，通过计算机编程，团队合作，用所学的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也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此之上，学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创新意识与实

践能力等综合素质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