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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re issue of talent training, that is, what 
kind of people to train, how to train and for whom,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guiding principl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takes linear algebra as an example, this course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medicine 
and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hich has rich mathematical value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urses.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ntrodu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to this cours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urgency of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thinking and politics in the linear algebra curriculum, and also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pecific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not only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urgent nee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courses, but also provides usefu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linear algebra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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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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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即培养何种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已成为新时代高等院校不
可或缺的指导准则。论文以线性代数为例，该课程是理、工、农、医及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具有丰富的数学价值且涵
盖广泛，因此在该门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是十分必要的。论文旨在阐明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紧迫性，同时对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此外，论文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课程思政改革措施，以期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和提升教育质量。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迫切需求，也为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实践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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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各门课程中，

包括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这不仅在传授课

程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内在

的德行和素养，更注重将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国家发

展结合起来。它是高校立德树人的突破口和新抓手，有助于

学生解决思想、价值、情感方面的困惑，激发其为国家学习、

为民族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帮助其在创造社会价值过程中明

确自身价值和社会定位。

2 高校线性代数教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1 时代需求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不仅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良好道德修

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线性代数作为理、工、农、医及经

管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学实践需要与时代需求相适应，

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其次，

当代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

更强调学生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等综合素

质。通过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可以在知识传递

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学生通过数学学科的学

习，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考试，更是为了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更好地发挥作用。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有助于激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23 期·2023 年 12 月

71

发学生的学科兴趣，提高他们对数学学科的主动学习积极

性。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所学到

的知识与实际社会问题相联系，激发他们思考数学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的应用，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外，

适应时代需求也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感。通过课程思政在线性代数课程中引导学生思考科技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使他们认识到数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仅

是抽象的理论体系，更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实际工具。这种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社会做

出更有价值的贡献。

2.2 学科需求
首先，线性代数作为一门数学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

数学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引

入课程思政，能够更好地贴近学科本身的特点，注重培养学

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使其更具学科的专业素养。这有助于强

化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提高他们在数学领域的综合素

质。其次，线性代数不仅是数学专业的基础，也广泛应用于

理、工、农、医及经管等专业领域。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专

业需要运用线性代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线性代

数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实际

应用兴趣。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学科的深刻理解，提高他们

在未来职业中的实际应用能力。还有的线性代数的教学内容

通常较为抽象和理论化，学生可能难以将其与实际生活和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可以引导学

生将数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学科的内

涵。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至关重要。

3 高校线性代数教学实施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3.1 学科本身的难度性影响
首先，线性代数作为一门数学基础课程，涉及抽象代数、

向量空间等理论，其内容相对较为抽象和复杂。学科本身的

难度性使得学生在理解和掌握相关概念时需要花费较大的

认知努力。这对于实施课程思政而言，意味着需要教师在融

入思政元素的同时，要保持对学科基本概念的讲解清晰明

了，以确保学生能够理解和消化所学知识。其次，线性代数

的学科特点在于其理论性和抽象性，而课程思政强调培养学

生的思想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学科本身的难度可能使得教学更侧重于知识点的讲解，而较

难深入挖掘与思政相关的内容。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

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寻找与思政元素的有机结合点，使得课

程既能传递学科知识，又能引导学生思考与社会价值观、人

生观相关的问题。另外，线性代数的难度性也在于其抽象的

数学符号和推理过程，这对一些学生而言可能是一种认知挑

战。在实施课程思政时，需要注意避免过度依赖抽象的数学

符号，而是通过具体案例、实际应用等方式，将抽象的数学

概念与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以提升学生的学科兴趣和对思

政内容的理解。

3.2 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有待提高
首先，线性代数教学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数学专业知

识，但并不要求所有教师都具备较强的课程思政能力。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可能更加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在引导学

生思考与思政相关的问题上相对薄弱。这表明，教师在课程

思政方面的能力需要更多的专业培训和提升。其次，线性代

数教学与思政内容的融合需要教师具备跨学科的能力。然

而，部分教师可能更倾向于专业知识的传递，对于如何将思

政元素与数学知识相结合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提高

教师的跨学科综合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思政内

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具备对学

生的心理洞察和引导能力。然而，在线性代数教学中，教师

可能更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较少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情

感体验。

3.3 学生学习热情不高
首先，线性代数作为一门数学基础课程，涉及抽象的

概念和复杂的运算，对学生来说可能较为晦涩难懂。学科本

身的难度可能导致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部分学生可

能认为这门课程与实际生活应用关系较远，难以产生对数学

的实际兴趣。因此，学科内容的难度是导致学生学习热情不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线性代数的理论性较强，而在课

程思政中，教师希望引导学生思考与社会和人生相关的问

题。然而，学科本身可能使得教师更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而较少关注与思政相关的内容，导致学生感觉课程内容相对

枯燥，难以引起浓厚兴趣。最后，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更多地关注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人文关怀，但一些学生可

能更倾向于数学本身的逻辑性和实际应用。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教师未能合理地结合课程思政元素，使其与学科知识融

为一体，学生可能会感觉到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之间存在矛

盾，降低了学习的积极性。

4 高校线性代数教学实施课程思政的思路

4.1 积极更新教学理念
首先，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线性代数的理论性和抽象

性，并努力寻找与思政相关的实际案例和问题。通过引入与

社会、工程、科学等领域相关的实例，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

解线性代数的应用和实际意义，从而增加学科的吸引力。其

次，教师应注重与学科内容的有机结合。在教学设计中，可

以通过挖掘线性代数中的思政元素，如公平、公正、平等，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概念在社会中的应用和意义。通过相关案

例和讨论，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念，使思政元

素更好地渗透到学科内容中。最后，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通过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设计有趣的实例、组织小组合

作学习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主动性。在学生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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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思考和讨论的过程中，引导他们不仅关注数学概念本

身，还注意其中所涉及的社会、伦理问题，从而加深对思政

元素的理解。同时，注重情感因素的引入。在课堂中，教师

可以通过讲述一些真实的社会案例、展示相关的影视作品等

方式，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加学科内容的亲和力。情感

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拉近学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更愿

意投入学科学习。另外，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和科研

项目。通过参与一些与线性代数相关的社会实践项目或科研

活动，学生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线性代数在实际应用中的价

值，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4.2 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首先，引入问题驱动式教学。通过设计富有启发性的

问题，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引导他们深

入理解线性代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数学知识的实际

应用，并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采用案例教

学法。在线性代数的教学中引入实际案例，结合真实的社会

问题，使抽象的数学概念更具体、更易于理解。通过分析案

例，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线性代数在实际中的应用，同时引

导他们思考与社会相关的伦理和价值问题，实现思政元素与

学科内容的有机结合。最后，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代

技术手段，如数学建模软件、在线模拟工具等，展示线性代

数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场景。通过多媒体演示、虚拟实验等

方式，激发学生对线性代数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思政元素的

认知。这样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将抽象的数学概念转化为直观

的图形和模型，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在合作学习的过

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与思政相关的问题，促使他们

在互动中形成对社会价值观的深刻认识。

4.3 加强专业课教师与思政专业教师的沟通合作
首先，建立跨学科教学团队。将线性代数课程的数学

专业教师与思政专业教师组成跨学科的教学团队。通过定期

的团队会议和研讨活动，促进双方的互相了解，形成合作

共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确各自的教学目标、教学重点

以及对学生思政素养的期望，为后续的教学合作奠定基础。

其次，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在跨学科的团队合作中，专业课

教师和思政专业教师共同制定教学计划。通过综合考虑线性

代数的数学知识和思政元素的引入，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和

课程设计。确保思政元素与数学知识有机融合，形成既能够

传授专业知识又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思政思考的教学内容。最

后，进行课程交叉观摩。专业课教师和思政专业教师相互进

行课堂观摩，了解对方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

交流，可以借鉴对方的优点，提高各自的教学水平。同时，

通过观摩，双方教师更容易发现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

程中，实现思政与学科的有机结合。另外，开展教学研讨

活动。定期组织专业课教师和思政专业教师参与教学研讨活

动，探讨线性代数与思政元素的更深层次融合。通过研讨，

双方可以深入探讨教学中的问题和挑战，寻找更创新的教学

方法，还有提高教学质量。

4.4 优化考核评价体系
首先，明确思政元素的考核目标。在设计考核评价体

系时，首先需要明确思政元素的具体目标，包括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念、公民意识等。明确这些目标有助于

更有针对性地设计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确保思政元素能够

得到有效的考察和反映。其次，设计多样化的考核形式。考

核形式应多样化，不仅包括传统的笔试、实践操作等方式，

还可以引入论文写作、小组讨论、社会实践报告等形式，以

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思政元素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在考核中

融入实际案例和问题解决的环节，要求学生运用线性代数知

识分析和解决与社会、伦理等方面相关的问题。这种方式可

以使考核更贴近实际应用，引导学生将学科知识与社会问题

相结合，体现出思政元素的实际运用价值。通过小组协作，

可以考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沟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此

外，通过学生间的交流和讨论，促使思政元素更好地融入学

科内容中。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的视角下，线性代数课程教学

实践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社会责

任感的培养。通过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学生不仅能够成为数

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更能够成为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素养

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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