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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代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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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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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之后，各高校纷纷开启
了一些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我校也不例外，开
启“课程思政”试点建设项目，要求深度挖潜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地融入到课程教学的
全过程，在教学中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并重，最终实现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2]。
高等代数是数学专业三大基础课之一，课程教学的

主要内容包括多项式代数和线性代数。其中线性代数也
是理工类、经管类等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也是硕士考试
的必考内容之一。该课程概念多、理论性强、内容抽象，
因此以往的教学改革更多的是探讨、研究课程内容的教
学方法，如何让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解并掌握它。而挖掘
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并不多，甚至没有。课程思政的
提出，使得作为自然学科的高等代数的教学改革任务更
艰巨。
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实践，高等代数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设计了有关章节实现“知识
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统一的课堂教学以及典型教学
案例。在课堂教学设计与典型教学案例中重点探讨思政
元素在专业教学中的融合点和融合方式。下面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将高等代数课程思政实施的若干经验分享
给大家，以期为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贡献绵薄之力。

一、在概念与定理引入时融入科学家的故事，学习
他们的科学钻研等精神
推动数学发展的力量，无论是社会生产的需求，还

是数学内部矛盾，说到底都离不开人，是许多数学家努
力奋斗的结果。代数学的发展亦如此，每一个概念、定理
形成的背后都有许多名人轶事。因此在概念、定理引入
时可以介绍古今中外相关数学家的有趣及励志故事。这
样可以消除学生学习高等代数的枯燥感，更重要的是可
以使学生从中学习数学家的勤奋钻研等精神。
比如，在学习多项式函数的根时，可以介绍 19世纪

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埃尔米特，他是一位对数学有巨大贡
献，却连数学考试都通过不了的奇怪数学家。埃尔米特
20岁时以较低分数被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录取。但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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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于阅读各种书籍，特别是数学书籍，因此有着丰富的
数学知识。正是因为他认真研读了高斯的《算术研究》名
著和拉格朗日关于代数方程代数解法的著述这两部著
作，并真正理解掌握，才使他学会了代数。他 25岁才取
得学士学位，但期间在法国的《新数学年刊》上发表了两
篇颇有影响的论文，30岁就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院士[3]。
埃尔米特对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曾发表著作
和论文约 200篇。他提出了“共轭矩阵”、自然对数的底
数 e的超越性、解出了人类一千多年来解不出“五次方
程式的通解”。埃尔米特的一生说明一个不会考试的人，
仍然能有胜出的人生，只要你热爱它，钻研它。
再比如，在学习线性方程组的应用时，可以向学生

介绍伟大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他被称为“中国航
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935年赴美学习，学
成后毅然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到祖国。五年归国路，十年
两弹成，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4]。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导弹、原子弹向前推进了
至少 20年。钱学森以自己严谨、勤奋的科学态度为我国
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的爱国精神也深深
感动、感染着学生，使学生明确了自己的历史担当和责
任。

二、挖掘方法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便于弄清知识脉
络内涵
德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雷格认为“一

个好的数学家，至少是半个哲学家”[5]，可见在数学方法
中往往也蕴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挖掘抽
象的概念和方法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梳
理知识点，弄清知识的脉络内涵，从而提高学生的辩证
思维能力。
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常会用到化难为易、化繁为

简、化未知为已知的化归方法。例如，为求一般行列式的
值，常常要利用行列式的“化零”性质将一般行列式化成
特殊的三角形行列式，行列式的形发生了变化，但行列
式的值不变；为求线性方程组的解，常常要利用方程组
的初等变换把方程组化为阶梯形方程组，但方程组的解
不变；为求矩阵的秩或向量组的秩，常常要利用矩阵的
初等变换把矩阵化成阶梯形矩阵，但矩阵或向量组的秩
不变；为判断二次型的正定性，常常要将二次型利用可
逆线性替换化成标准型，但二次型的正定性保持不变。
这种以“变”为突破，以“不变”为根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形变质不变”的完美体现[6]。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
引导学生认识事物，通过表象弄清实质，真正明白形式
改变背后隐藏的真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
质和量的统一体[6]。在高等代数中，还有许多研究对象的
结果都有与其密切相关的量，当这些“量”改变到某种程
度时，就会引起研究对象“质”的改变，这就是蕴含的“量
变引质变”。
例如，n阶矩阵 A有对应的量：秩 R（A）和行列式|A|，

当|A|=0即 R（A）<n时，A不可逆；当|A|≠0即 R（A）=n
时，A可逆。对于线性方程组 AX=B，有对应的量：增广矩
阵的秩 R（A，B）和系数矩阵的秩 R（A），当 R（A，B）=R
（A）=n时，方程组有唯一解；当 R（A，B）=R（A）<n时，方程
组有无穷多解；当 R（A，B）≠R（A）时，方程组无解。又如
n个向量组成的向量组 A，当其秩 R（A）<n时，向量组必
线性相关；当 R（A）=n时，向量组必线性无关。同样在二
次型的正定性判定中也包含着“量变引质变”的哲学思
想，二次型 f（x1，x2，…xn）=XTAX有对应的量：A的秩 R
（A）、正惯性指数 p，负惯性指数 q，当 p=R（A）=n时，二次
型正定；当 p=R（A）<n时，二次型半正定；当 q=R（A）=n
时，二次型负定；当 q=R（A）<n时，二次型半负定。以上这
些都说明“量变引质变”。故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
生去发现反映所研究对象质的量，要让学生理解这个量
为何影响研究对象的质。
总之，在高等代数的教学中，挖掘知识中的哲学思

想，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弄清知识的脉络，而且能够让学
生体验到抽象的高等代数的逻辑美、形式美，从而增强
学生学好这门课的信心，提高他们的辩证思维能力，培
养他们的数学素质。

三、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揭示生活中的奥秘，在
实践中深化认识，达到学以致用
现代社会需要富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引导学生参与探究活动；善
于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揭示生活中的奥秘，在实践活
动中提升感悟、深化认识，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比如在介绍拉普拉斯定理时，可先让学生做一游

戏：让学生任意选 8个数字，形成一个八阵图[7]，如八阵

图为
1 2 6 7
2 3 9
≠ ≠

5
。然后把这些数字分为两组，逐对相乘

后进行加减。把游戏规则用二阶行列式的形式表达出
来，即为

通过计算结果为“0”。这种方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为什么结果总为 0。要揭示
这个奥秘，需要学习行列式按行（列）展开计算的推广形
式-拉普拉斯定理。法国的数学家拉普拉斯推广了行列

1 2 6 7 1 6 2 7 1 7 2 6

2 3 9 5 2 9 3 5 2 5 3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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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按行（列）展开定理，由此介绍推广形式的 k级子式、
余子式和代数余子式，从而引出拉普拉斯定理：即行列
式的某 k行元素的所有的 k级子式与其对应的代数余
子式乘积之和即为行列式的值[7]。
利用拉普拉斯定理，学生不难发现上面八阵图的游

戏计算形式与定理的计算形式类似。实际上，可以构造
一行列式

该行列式按一二行展开便可发现八阵图的“玄机”。
该八阵图的游戏是日本一个小寺院大和尚所展的“玄
机”，由于日本人崇尚数字 0，把数字 0看作“灵”，象征
着一帆风顺、万事如意。游客到这里求神问ト，得到的结
果总是他们所喜欢的数字“0”，总能高兴而来，满意而
归。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寺庙才游客络绎不绝，香火不
断。
学生想不到的是拉普拉斯定理还能破除了迷信呢，

课堂气氛很活跃。通过该节教学内容的设计，不仅激发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利用游戏的方式使学生感悟
到“迷信往往是认识的有限造成的”，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和价值，感受到科学知识是揭开神秘面纱的有力武器。
从而使学生树立“相信科学,反对迷信”的思想观念，培
养学生崇尚科学和形成科学态度的意识。
再比如，在学习逆矩阵时，可以介绍矩阵在密码通

讯中的应用。密码通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已成为人类
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一种技术手段[7]。在战争的成败
中，这种手段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有
多少仁人志士为保密工作失去了性命。通过这样的知识
拓展，学生意识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珍惜现在幸
福的生活，同时使学生了解到利用矩阵概念如何把明文
加密为密文，密文又如何解密成明文，进行信息传递的
技术手段，从而增强他们热爱科学，勤奋学习的责任感
和自觉性。

四、介绍一些知识在高科技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崇
尚科学、敢于创新的热情
数学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不仅体现在小的方面

应用，而且在高科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学习线性方

程组时，可以介绍线性方程组在卫星定位中的应用，引
导学生查阅资料进行自主学习了解。其中介绍全球卫星
定位系统：美国的 GPS、欧洲的伽利略、俄国的
GLONASS、中国的 BDS，特别是我国的北斗系统 BDS。
让学生了解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
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
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8]。学生
渴望了解课本以外的知识，以这样的知识拓展，激发了
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了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
创新的热情[8]。
以上是作者的一些实践与探索。课程思政的实施，

一方面使得教师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得以提升，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完善了
课程的教学内容，优化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但课程
思政实施时，要把握住度的问题，注意时间节点，不能把
课程思政课讲成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长期、
持续的过程，而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最
终应该形成常态化的合理育人局面。因此如何挖掘课程
中更多的思政元素并有机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中，真正实
现润物细无声，这是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仍需认真思考
和不断优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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