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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数学课程是理工类高校必修的重要课程，在这类课程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

线性代数课程为例进行思政元素的探索。文中首先确定开展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五个方向，在此基础上

从教学内容出发，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构建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充分融合的知识体系，并在教学中将思政

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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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mathematic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compulsory cours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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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such 
cours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near algebra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lements. The article first identifies five directions for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courses. Based on this, it explo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depth from the teaching content, constructs a knowledge system that fully integrates knowledge 
poi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subtly infilt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to students in teaching.  

 
Keywords 
Linear Algebra,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smosi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也处于从发展中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

键时期。科技创新已成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核心。要攻克科技难题，解决“卡脖子”等重

大科技突破，关键在基础研究。大学数学课程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线性代数是大学数学课程之一，

它在自然科学、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算法、工程技术、医药学、生态学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

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局面的不断扩大，全球化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学生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很容易

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其中不乏一些负面影响。为避免一些不良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侵蚀，引导学生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国家培养有更多知识、有理想信念、有担当的青年一代，作为高

校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在做好知识传授的同时做好思政工作。课程思政就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

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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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 

2. 课程思政的理论遵循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和崇高理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

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问题非常重视，系统回答了新

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这一重

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

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2]。 

3. 课程思政的背景 

课程思政最早是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在 2014 年提出来的一种教育理念，把思想政治融入到教育教学

改革的各个环节。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是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起点。随后各

个高校开始对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索。肖翔，杨兰清于 2018 年发表一篇题为《大学数

学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的文章。秦厚荣在 2019 年发表题为《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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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体系建设》。邓瑞娟等在 2020 年发表的《大学数学课程思政的探索和实践》。杨威在 2020 年发

表题为《大学数学类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线性代数教学为例》。李广玉等在 2021
年发表了《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构建路径研究》。陈秀卿在 2022 年发表了《大学数学课程思政探微》。还

有很多与大学数学相关的思政文章，可见近年来高校对课程思政工作的重视。尽管如此，将线性代数各

个知识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的文章还是非常少的。本文重点阐述了将线性代数中的各个知识

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建立紧密联系，旨在在教学中渗透哲学思想，实现知识讲授与立德树人相统

一。 

4. 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 

课程思政提出以来，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线性代数教学团队不断地学习思政相关知识，提升思政意识

和能力，在实际教学中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探索，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更新教学大纲，构建知识

点与思政元素充分融合的知识体系，不断完善线上思政资源。团队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思政体

系。 

4.1. 做好教师引领 

汉代思想家杨雄曾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宋代李邦献在《省心杂言》中说“教子弟无他术，使

耳所闻者善言，目所见者善行”这都是在说教育的“影响”作用[3]。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

出，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4]。可见教师的言行、

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形成起着示范作用，甚至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很大影响。著名数学家

华罗庚曾说他年少时成绩很差，排在班级后几名，但最后变为数学家，离不开他的老师王维克的影响。

毛主席能成为一代伟人也离不开他的几位思想进步、博学多才的老师。因此，做好课程思政首先就要重

视教师的影响[5]。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

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所以首先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理念，要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

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6]。教师还要有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能够在

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同时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是

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7]。“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线性代数是高校中工科各专业学生必修

的数学基础课，任课教师教学涉及面比较广，影响面较大[8]。这就对线性代数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不

断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品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师应严格要求自己，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准

则，提升师德修养，展现优秀品行，提高立德树人的思想意识，忠于为国培养人才的教育使命。有了这

样的思想观念，教师才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挖掘思政元素，为学生铺设出一条知识与思政要素交

织的传道授业解惑大道。没有一流的教师，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办不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4.2. 深挖哲学要素 

数学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在长期实践中

总结概括出来的知识，后经大量科学家验证、推理后逐渐形成的科学研究成果。人们又能运用这些数学

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哲学思想[9]。因此教师可以从教学内容出发，挖掘其

中的哲学要素。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教学中润物无声的渗透给学生，提高他们分析问题、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列举一

些从线性代数具体内容出发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素，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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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poi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1. 知识点与思政元素融合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 思政教育 

行列式 

1) 行列式的引入主要是“速记”的目的，是

为了更简洁地表达方程组的解。 
1)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一个新概念

的引入都是有一定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意义的。 
2) 行列式引入过程可以从简单的二元线性方

程组求解入手，再过渡到三元、四元线性方程

组的求解。 

2) 研究问题的方法往往可以由简单到复杂，由特殊到

一般.形如生命进化，数学也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万物

规律。 
3) 在观察二元方程组解的特点时，引导学生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其中的规律，使解的

表达形式简单，从而抽象出二、三阶行列式(对
角线法则)。 

3) 通过观察表象，对解的形式和规律有一个感性认

识，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4) 三阶行列式的定义也可以由对角线的规律

给出，但此规律无法推广到四阶甚至更高阶行

列式。所以要对二三阶行列式的定义方式进行

再认识。在此过程中发现行列式展开项里有正

有负，探索正负的规律。最终得出行列式是由

表面的“对角线法”到本质上的“不同行不

同列的 n 个元素乘积的代数和” 

(n 阶行列式的定义)。 

4) 一个真理性认识需要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这是认识

的反复性。即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从而达到

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是马克思哲学中认识的

两个阶段，由认识的初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才能

更有效地指导实践活动。认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对知

识进行提取、关联、转换、重组，提升思维能力，增

强探索精神和协作精神。由特殊(2 阶、3 阶)到一般的

(n 阶)的归纳。 

5) 上三角和下三角行列式的计算；行列式的

性质(行列式内部元素之间会有怎样的关系？

利用低阶行列式探索其内部规律，便于学生的

理解)。 

5) 由特殊行列式的计算到一般行列式的计算；再将一

般与特殊之间建立联系。任何事物本身都是由内部的

不同部分和要素构成的，并且这些不同的部分和要素

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关系(探索内容各部分的关系)。 

6) 计算行列式的方法之一：利用性质，化一般

的行列式为上三角行列式进行计算。 
6) 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是普遍

联系的。如果将普通行列式和上三角行列式之间建立

联系，就可以借助上三角行列式来计算。 
7) 计算行列式的方法二：化高阶为低阶行列

式。 
7) 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通过对三阶行列

式展开的第三次认识，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行列式可以

降成比本身低一阶的形式计算。 
8) 克莱姆法则(克莱姆利用特殊到一般的归纳

猜测出法则，并没给出证明，柯西给出严格的

证明)。用行列式求解线性方程组。 

8) 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大胆的猜想。理论服

务实践。 

矩阵 

1) 矩阵的概念的引入。 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

力。 
2) 行列式和矩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知识点

对比。 
2)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

候，既要看到事物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之

间的相互联系。 
3) 矩阵的应用：方程组求解、图像处理、密码

学、电路学等等。 
3) 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作用的，理论能指导实践，促进

实践的发展。 

矩阵的 
初等行变换 

1) 初等行变换化行最简形与行列式化为上三

角的联系。 
1) 辩证统一思想：两者有本质区别和 
又有密切联系。 

2) 矩阵的初变换与矩阵乘法的关系。 2) 联系的普遍性。研究初等变换和矩阵乘法之间 
有怎样的联系，从而得出定理。 

3) 矩阵秩的性质。 3) 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变质不变。矩阵初等行变换前

后矩阵的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秩始终没有变。 

4) 线性方程组解的判定。 4) 引导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对表面现象的

观察、分析和思考，挖掘出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利用

秩判断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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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向量组的 
线性相关性 

1) 向量组与其内部向量之间的关系。 1) 哲学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2) 极大线性无关组的定义，一个向量组中 
可能会有很多向量，找到这个向量组中的 

 

2)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告诉我们：抓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 

相似矩阵 
及二次型 

1) 正交矩阵。 1) 宏观定义和微观定义。宏观以全局为着眼点，微观

以局部为着眼点。 
2) 总结矩阵可逆判断的方法。 2) 知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习过程中要

注意知识的串联、衔接、转化，训练学生思维的联想

性。 

4.3. 传承传统文化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线性代数中的矩阵初等行变换解线性方程组思想

其实是源于我国汉代的数学书籍《九章算术》。《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书籍，其中

的第八章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与

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10]。大概二个世纪以后的西方，才由

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由此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增强他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4.4. 培养家国情怀 

传承和弘扬家国情怀不仅关乎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只有家国情怀

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方能推动国家不断繁荣和强大。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基础课教师肩负

着弘扬家国情怀的使命[11]。线性代数课程中，讲授矩阵概念时可以使用一些特殊数字来举例。比如 
1 8 4 0
1 8 6 0
1 9 3 1
1 9 3 7

 
 
 
 
 
 

，1840 年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60 年英法 

联军攻占北京，大肆掠夺火烧圆明园，很多珍贵文物被掠走或破坏，目前我国大约有 167 万件宝物流失

海外。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由何鸿燊先生出资购买后送归国家，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我们的国家更大

强大，更多的宝物能回到祖国的怀抱。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拉开侵略中国的序幕，中国人民进入了

漫长而艰难的抗日战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

京沦陷，日本对南京城进行长达 6 周的烧杀抢掠，遇难人数高达 30 万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提醒学生们勿忘国耻，并鼓励学生们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再比如通过矩阵

1 9 5 2
1 9 5 8
2 0 1 0

 
 
 
 
 

，让学生们 

了解我校始建于 1952 年，是新中国首批航空学府。1958 年沈航师生自主研发的“沈航 1 号”通用飞机飞

上祖国的蓝天。用老一代沈航师生敢想敢干、勇于拼搏的精神感染学生，激发学生们的学习斗志。在新

一代沈航师生的不懈努力下，学校在 2010 年顺利更名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通过这一特殊矩阵让学

生了解学校、热爱学校。 
在介绍二次型时，可以介绍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柯召院士。他婉拒了其导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莫德尔的再三挽留，毅然决然地离开当时相对安全且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正遭受日寇摧残而战火纷飞

的祖国大地，来到四川大学，肩负起教育救国之重任，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数学人才，这种

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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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培养道德品格 

优秀的个人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学习生活中不断练就的。大学时期是

修炼个人品质的关键时期。授课教师应对课程进行深度开发，充分挖掘其中与道德品格相关内容。如在

介绍矩阵应用时，介绍最早重视矩阵应用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是怎样在艰苦环

境下一步一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以此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此外华罗庚也曾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

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投身我国数学科学研究事业，这种高尚品格是我们的榜样。 
在研究矩阵初等变换和矩阵乘法之间的关系时，引导学生利用矩阵和特殊的初等矩阵进行乘法运算，

发现左乘、右乘的不同结果，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理性精神以及细心的研究精神。通过高阶行列式计

算、矩阵混合运算、求逆矩阵等题目的练习，培养学生们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做一个严谨、认真的

人，不仅能提高学习效率、获得更好的成果，而且还能被周围的人信赖和尊重。 

5. 结语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

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并提出科学设计思政教

学体系，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12]。这为线性代数做好课程思政提供指导。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线性代数教学团队在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有所提

高。作者比较深刻的是讲授例子

1 9 5 2
1 9 5 8
2 0 1 0

 
 
 
 
 

时，学生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产生对学校强烈的爱和 

敬仰，由此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总之，课程思政的实施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而且也提高了他们

的学习热情，增强他们的哲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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