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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线性代数作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现阶段大学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依然存

在诸多问题，如内容抽象导致学生难以理解，教师教学脱离实际背景意义等。已有不少文献对这些问题

进行过深入探讨。本文将基于线性代数的学科特点分析总结出若干其他的教学问题。具体地我们归纳出

以下四类突出问题：教师课堂教学过程中多媒体设备的使用频率过高；教师的教学内容单一贫乏缺少延

伸；线性代数计算量大导致学生错误率过高；评教机制不够科学、客观。针对这四类问题本文提出了相

应的教学改革措施，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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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ear Algebra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and its importance is self-
evid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linear algebra at present, such as 
the abstract cont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being 
disconnected from the practical background. There have been many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se 
problems in the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of linear algebra, 
we will analyze and summarize several other teaching problems. Specifically, we have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four prominent problems: the excessive use of multimedia equipment in teachers’ class-
room teaching; the teachers’ teaching content being monotonous and lacking extension; the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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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unt of linear algebra calculations leading to excessive error rates; and the unscientific and ob-
jective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response to these four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
ing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all of which have certain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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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线性代数是大学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门课程。其作为一门公共数学课程是绝大多数学生

在大一就要接触到的必修课。这门课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与另一门基础课程高等数学相比，

线性代数更侧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这同时也是学习和掌握这门课程的一大难点。因此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应格外注意这一点。现阶段的大学线性代数教学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1] [2]，例如，[3]中提到目前线

性代数课程主要围绕知识信息的传授，对理论背后思想及其实际背景意义讲授较少；[4]中提出线性代数

课程的内容相对抽象，不易接受，难以理解，因此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教学中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本文将从其他方面寻找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罗列出来进行系统的分

析评估，进而探寻出新的解决方案，以促进线性代数的教学和发展。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首先

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线性代数的学科特点。 

2. 分析学科的特点 

线性代数课程学科特点鲜明，我们已经在上述提到过其具有相当的抽象性。而且是在大一的公共课

程里最抽象的一门。例如，为了研究线性方程组的解，将系数与常数项剥离出来抽象成矩阵进行更加深

入和纯粹的研究；将方程组的解集配上加法和数乘运算后抽象成线性空间，进而研究带有各种性质的代

数空间中的抽象问题，等等。因此对大一新生而言具有相当的挑战性。除此之外，线性代数又具有很强

的应用性。其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概念都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抽象出来的。换以言之，抽象性数学

对象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相应的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很可能来自物理学、统计学、经济学、工

程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应用性极强的领域。因此学习和研究线性代数对实际的生产生活具有十分积极

的意义。此外，线性代数课程的计算量极大。该课程最核心的知识点是求解线性方程组，而当方程组中

方程个数和未知数的个数较多时，采用中学里学到的待定系数法就显得计算繁琐，极容易出现错误。线

性代数虽提供了通过系数矩阵和增广矩阵的初等行变换的求解方法，但是其计算量依然是比较大的。除

了求解线性方程组之外，计算行列式的值、求矩阵方程的解以及求解方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也是需要

很大的计算量。这是该课程一个鲜明的特点。另外，线性代数作为一门数学的基础学科具有很强的逻辑

性。其跟其他的数学学科一样，能够培养和完善学习者的逻辑推理能力，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更难更复杂

的理工类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除了这些主要的特点外，线性代数还能培养学习者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

处理复杂计算的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等。因此让学生学好线性代数是十分重要的，是每一个任课教师应

尽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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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线性代数虽是一门发展成熟的课程，然而在现阶段大学的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的教学问题。首

先是目前的教学中多媒体设备的使用频率问题。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现在的大学课堂中到处可见

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已不像十几年前的大学课堂中老师满黑板的板书，现在的高校教师严重依赖于多媒

体设备，甚至几乎无板书。我们不禁会思考这样的现象是好还是坏。虽然多媒体设备可以使教师教学更

加轻松方便快速，数学证明中的每个细节都可以提前在课件中准备好。然而这不能说明板书是次要的。

笔者作为线性代数课教师曾在班级中做过调查，发现学生们很希望老师能够在一些关键的证明中，如证

明齐次和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定准则时可以亲自在黑板上进行必要步骤的板书，或者进行数形结合

来给出一些形象的解释，这会让学生听课更加专注，思路更加活跃。而不是长时间的播放课件，导致学

生抬头率下降，抱着只需要把课件要来的心态不勤记笔记等问题。 
第二类问题是教师的教学内容单一贫乏。目前的大学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重科研而轻教学。

青年教师的科研考核压力极大，这会导致他们难以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在教学上。因此有不少教师的上课

内容基本上只是读一下指定的教材，平铺直叙，而不会去展开知识点，不会与教材之外，甚至是其他课

程相关的内容产生联系。例如，在教授满秩矩阵的分解时，不会去谈其在加密技术中的应用等。这会让

学生对该知识点的认知片面化，甚至不知道提出或学习该知识点的动机和意义，使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第三则是学生的计算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线性代数的学科特点之一是计算量大。

从一开始的行列式计算到后面的矩阵运算，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等，可以说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涉及到

大量的运算，这种特点是其它课程所不具备的。而大一学生的计算能力还停留在中学水平，因此一开始

接触到线性代数时难以很好的适应这种高强度的运算，导致错误频出，这也会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因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并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类问题是评教机制的不科学。每一所高校的每一门课程都会在结课后考试前让学生进行对该门

课程的任课教师的评教。不能否认的是评教的出发点是好的，提供了学生反馈的途径，也让教师更加清

楚自己的教学效果，让学校更加了解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以及学生对教师授课方式的接受程度，充分

体现了学生为主的思想。但是这样的评教制度给予了学生百分百的主观权利，没有其他任何客观的参考

以及教师自身的意见，让教师处于十分弱势的境地。因此有些教师为了提高最后的评教分数或排名，可

能会采取若干消极的教学方式，如对班上学习态度不端的学生的放任，极大减轻课后作业，无视学生抄

作业现象，考前透题以换取学生的好感度等等。这些讨好行为显然是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应该尽

量杜绝。而认真教学、严格对待学生的老师虽然更有可能把学生的成绩带好，但是同样也更有可能在学

生心里留下严苛的印象，导致最后的评教不理想，这会打击任课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因此完善现有的评

教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4. 相应的教改对策 

针对上述提出的四类教学问题，我们将探寻出相应的教改对策。 

4.1. 板书与多媒体相结合 

首先是针对教学过程中多媒体设备的使用频率问题，教师应当减少电子课件的依赖性。在介绍重要

的知识点，如矩阵秩的定义时，在黑板上进行必要的板书，尤其在定义中提到非零子式时可以进行数形

结合，让学生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印象。再如，讲解重要定理的证明时，可以只把证明提纲列在课件上，

而在黑板上进行具体细节的梳理，这会让学生紧跟着老师的步伐进行思索，注意力更为集中，知识点的

讲解也更加的彻底。教师甚至可以让学生上黑板进行课堂解答，这不仅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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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思想，还能时刻提醒着学生不能开小差，并且老师也能通过学生的板书来及时地了解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情况，进而来决定要停下来巩固还是进行新知识的讲解。 

4.2. 提高教师积极性 

而针对教师的教学内容单一的问题，本质上是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高，没有充分的重视起教学这

一环节，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次任务，而非身为人师的责任。对此应当从学校层面自上而下进行教改，

制定出积极的教学政策，激励教师，让教师意识到教学的重要性以及价值所在，不逼迫教师往科研上

倾斜，培养出更多的教学型教师。一旦有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教师的上课积极性就会产生，进而对

教学内容进行更加深入、全面以及有耐心的准备。这会让教师获得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从而形成良性

循环。 

4.3. 灵活机动、巧用方法 

而对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的问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并用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让他们适应繁复

的运算。例如，老师在介绍行列式的计算时让学生当堂训练，并叫个别学生上黑板板书，给与学生足够

的耐心。而且教会他们化繁为简和巧用简便方法的能力，比如说对于高阶行列式的计算，可以建议他们

利用代数余子式展开的方式逐渐的化为低阶行列式，再比如求解某些线性方程组时虽然可以采用克拉默

法则，但是该方法计算量极大，因此不应建议学生使用，而应该采用化增广矩阵为行最简型矩阵的方法

求解。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详略得当，克拉默法则这一块就可以简单的带过，不应耽误过多的时间。

除此之外，还应当充分利用课后作业的布置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

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布置作业，避免简单题目的重复训练，重点关注典型题目。甚至可以让不同程度的学

生训练不同难度的题目，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4.4. 主客观相结合 

最后，关于评教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很明显是由于教师和学生以及主观评价和客观事实之间的不对

等产生的。因此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能够针对性地提出下述突破方案：第一，在评教机制中给予任课

教师一定的权力来消除掉少数坏的“样本”。例如，可以让教师在评教前有权力选出至多 10%的学生不

参与评教。毋庸置疑，只有平时表现比较差的学生才可能会被老师选中，好学生只会给老师带来好的评

价，因此这样的规则制定不会让教师滥用权力，是非常科学的。事实上已经有部分高校采用了类似的评

教规则，并收到了积极的反馈。第二，评教不应该只考虑到学生的主观因素，而应当将相对客观公平的

考试成绩也纳入进来作为该任课教师教学的评价指标之一。最终卷面成绩的优秀率和及格率很能反映出

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但相应的教学方法往往比较严格，导致部分学生的不理解、不认同，而评教时间

又是在考试分数出来之前，因此这样的不理解和不认同可能就会反映到评教分数中。另外，也可以抽查

教师对学生平时作业的批阅情况来评价出教师在课后的教学态度，并将其作为评价指标之一，该规则能

够有效的反映出教师在课下对学生的用心程度。所以，采用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评教规则无疑是更为科

学的。 

5. 结语 

上述提出的种种措施都是直击问题，针对性强，具有极高的可行性，为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线性代数的教学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过程，需要无数的教师共同努力、探

索和完善。在实践中反思问题，在问题中寻找突破，不断追求更好的教学品质，为我们的大学生提供更

优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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