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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王跃恒，孙 倩，张少峰，韩 松

（长沙理工大学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 要：“以学生为中心”的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是以学生为主体，针对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最大效能地提高线性代

数课程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从“知识型”人才向“创造型”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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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Student-Centered’ Linear Algebra Teaching

Wang Yueheng，Sun Qian，Zhang Shaofeng，Han Song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Science，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urrent issu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of linear algebra proposes new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learning motivation, develop students’
innovating ability thus effectiv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near algebra teaching. And develops students from “knowledge-
based” talents to “creative” talents and better adapt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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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不断发展，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今

天，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有扎实的

专业理论知识，更要有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数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学科。

线性代数作为一门基础数学课程，是在生产实践中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且广泛地应用于工程技术、物理、经

济及其他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学好线性代数知

识对学生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线性代数课程的教

学主要是在课堂上实现，然而在中国，线性代数课程

的课堂教学自古以来都是应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在推广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是达不到理想的

教学效果的，也无法适应学生的发展。由此，“以学生

为中心”理论在时代的需求中应运而生，通过营造宽

松、愉悦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树立学

生学习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有效途径，

提高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质量。

1 “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

“教师中心”注重知识的传授，以教师完成教学任
务和学生掌握所学内容为主。“教师中心”课堂教学的

方法普遍都是以教材为主，在课堂上老师以板书的形
式引导同学们学习知识，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课堂教学

形式的单一化和枯燥乏味，同学们也会对课堂教学产
生心理上的排斥[1]。
“学生中心” 侧重于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和自主学习

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站在学生的立场上，了解学生需
要学什么，应该怎样学，并引导和启发学生自己探索，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使学生更加适应时代的需
要[2]。 “学生中心”的课堂教学除了延用传统教学的一
些手段和方法，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创新意识”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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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已经不再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它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而课堂教学中就更应该运用先进的辅助工具，如

计算机、电子课件和网络教学等，在这个信息化的时

代，信息共享是必要的，“以学生为中心”正是采用了

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同学们对学习产生兴趣和主动

性。并且，同学们可以多方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方式，

如图书馆查阅资料、网上学习等。

2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2.1 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方法被延用至今，无论是老师还是学

生似乎都已习惯这样的教学方法，改革并非一朝一

夕，所以，必定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具体存在如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 1. 1 学生的主体性被忽略且缺少互动

长期以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成为

课堂教学的主体”成为教学改革的中心命题。然而，现

实中线性代数课程的课堂教学仍然存在着学生的主体

作用被忽视的现象。

学生反映，由于没有对学生主体作用给予足够的

重视，一些教师在课堂上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学生、控

制局面、控制课堂的倾向。在这种控制心理的支配下，

整个教学过程成了教师一个人在活动，一个人在思

维，一个人在讲话，学生成为旁观者。教师的一言一

行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提什么问题、学生怎么回答、教

师如何反馈、都已经写进教案。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

提问的回答，必须符合教师在备课时事先准备好的答

案，如果学生即兴提出超出教师备课范围、具有独创

性的问题或答案，很多教师的反映是不置可否。因为

教师并没有把学生真正放在主体的位置上，而是过多

注意自己的教学活动如何安排得环环相扣，过多地注

意了自身教学行为的设计和执行，恰恰忽视了学生主

体作用的发挥。在这样的“教教案”、“教教材”的课

堂教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主体[3 ]。

“问答”成了某些课堂的点缀，“互动”只停留在

形式上。一方面学生不积极回答问题，另一方面老师

又调动不起学生的主观积极性，久而久之，学生感到

课堂枯燥无味，老师的课堂教学效果收效甚微，尽管

大多数教师都能利用这个环节解决许多教学难点，可

是不难发现一些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比较牵强。

2.1.2 教学目标不清楚

有些教师一进教室就开始讲，一直讲到下课，说

的都对，板书也不错，中间也有师生互动，只是一节

课下来使学生很茫然，学生不明白这节课到底应该知

道些什么，应该掌握什么。由于教师的教学目标不清

楚，学生们也就无法进行自我检测。

2.1.3 教学过程存在缺陷

在有些线性代数课程的课堂中，教师的授课内容

完全是课本的翻版，存在“定义、 定理、性质、公式、
例题（计算）”现象。教学模式（思路）较单一，讲授

知识点多，讲述数学知识的来源少，没有创新，学生

在听课过程中没有新鲜感提不起兴趣。老师在授课过

程中思维的跨度过大，学生跟不上老师的思维。

2.1.4 利用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虽然多媒体教学带来了很大便利，但在线性代数

课程的教学中不能正确使用就会带来一些问题：1）以
单纯的课件教学为主，没有更好的利用多媒体的特

点；2）多媒体使用过多讲解太少；3）多媒体与传统
教学不结合或结合过少。

2.1 .5 注重考试——创造性培养的缺失

我国有良好的教学传统，就是重视基础知识的传

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学

校考试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背什么[4 ]。长

期以来用划一的内容和固定的方式培养循规蹈矩、听

话顺从的孩子，以考试为教学目的，以标准答案为准

则。教学工作者一直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是继承和

接受，这就必定会抑制学生的主动思考，扼杀他们的

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长此以往，就形成盲目服从、迷

信权威的思维定势，只会机械地接受现成的东西，丧

失创造的欲望和能力[5]。

2. 2 利用计算机的教学实践

计算机在现代课堂中的应用可以说已经是屡见不

鲜，但在目前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依

然是以板书为主，多媒体只是辅助教学工具，并没有

得到充分地利用。然而，计算机辅助教学将教学内容、

教学经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在教学中有很明显

的优势。将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引入教学，使用

MATLAB等数学软件解决线性代数问题，把MATLAB
渗透到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中去。线性代数的整个理

论体系，并不因使用计算机而有所改变，只是有些理

论可以通过计算机来验证，而且可以把大量的应用问

题纳入课程的习题或大作业中，加强它的工程背景。

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树立新的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

科学计算能力、创新能力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

力。下面是应用MATLAB软件求解的实例。
例 1 用MATLAB软件求线性方程组（1）的解。

                                                    
（1）

解 先输入系数矩阵A=[5，2，-9；-9，-2，2；6，7，
3]和向量b=[-18；-7；29]，
再输入函数 det(A)，
运算得A的行列式的值为 4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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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输入计算式X=A\b，
运算得X=[1.000 0；2.000；3.000 0]，
此即为方程组（1）的解。
例 2 求矩阵 A的相关参数。
解 输入矩阵A=[1，2，3；5，4，9；11，8，6]。

1）求矩阵 A的秩。
输入函数 rank(A)，运算得A的秩为 3。

2）求矩阵 A的逆矩阵。
输入函数 inv(A)，运算得A的逆矩阵为

。

3）求矩阵 A的特征向量 v及特征值 d。
输入函数[v，d]=eig(A)，运算得

 
，

 
。

4）求特征多项式的系数。
输入函数 P=poly(A)，运算得

P =[1.0 -11.0 -81.0 -78.0]，
则矩阵A的特征多项式为：f(x)=x3-11x2-81x-78。
因此，在学生熟练掌握基本概念、相关定理及解

题基本方法后，可借助数学软件MATLAB 较快地解决
复杂的计算，增强几何直观。

3 结语

“以学生为中心”理论坚持改革创新，通过与“以

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的比较，提出学生才是

学习的主体，并且通过改变教学方式，建立良好的师

生、生生关系，营造宽松、活跃的课堂环境，对学生

进行积极肯定的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从而最大效能地提高线性代数课程的

教学质量，促进学生从“知识型”人才向“创造型”人

才发展。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项目组不断学习相关

理论，丰富线性代数知识，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大大增进了自身的知识储

备。最后，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线性代数课程教

学在应用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1）“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论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两者

之间并不矛盾；2）“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论因为涉及
到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所以要求教学工作者在尺度

上把握得当。

总之，课堂教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以学生为中

心”的线性代数课程教学需要教育者和同学们的共同

努力，朝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方

向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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