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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校线性代数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应用

【摘     要】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作为近几年来广泛使用的新型教学模式之一，通过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传统教学模式获得优化与创新，充分

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优势，节省课堂时间。高效线性代数课程内容十分复杂，如果依然使用传统教学模式不仅会降低学生学习兴

趣，同时也无法让学生灵活使用所学知识。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结合教学实例，讨论高中线性代数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应用方法，

以期加强翻转课堂在高校线性代数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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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作为公共数学基础课程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非
数学类专业也开始将其加入必修课程内，可以看出线性代数这
门课程的重要性。学生通过学习线性代数相关知识可以提升自
身抽象思维、数学思维、等全方位思维能力，使学生更加热爱
思考、灵活解决各种问题。可传统教学依然会使用一言堂式教
学方法，没有将实践、理论有机融合，同时也更注重带领学生
进行公式推导而不是数值计算，导致学生感到线性代数这门课
程十分困难、枯燥，从而为应付考试进行被动学习，因此教师
合理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将这些问题有效解决，使传统
教学模式获得改革，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一、高校线性代数教学现状与问题

    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部分高校数学教学水平日趋下降，同
时也没有充分理解数学思想方法与教学方法，即使对学生进行
严格教学，学生也无法灵活使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尤其
对线性代数课程来说，其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学生学习线性
代数之后，无法像使用高等数学知识那样可以联系已经学到的
函数知识；同时也不会像概率统计那般可以选取大量的生活实
际案例，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学生可灵活使用所学知识解
决生活中的实际难题。学生学习线性代数课程之后，会面临表
格数据这种新型的数据形式，内容方面具备更强的逻辑性与抽
象性，同时还具备十分独特的证明方法，难于理解，计算困难。
因此部分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将教材中的知识硬塞给学生，
没有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学生学习后也无法使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导致我国高校线性代数教学水平一直较弱。

二、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在高中线性代数中的应用方式

1.充分联系相关数学知识，形成数学知识教学网络
高校线性代数知识虽然十分复杂、抽象，但其内容并不是

完全孤立的，其与几何、数学实验、微积分等相关课程存在很
大关联性。教师在高校线性代数教学中应用翻转课堂的过程中，
不仅要充分利用学生的课后时间与相关软件，还应加强与相关
课程、内容的联系，从而加强线性数学乃至整个数学学科的教
学效果，使学生在脑海中逐渐形成完整的数学逻辑细微。

例：
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特征值与特征向量便是十分重要的内

容之一。使用矩阵标准型理论与其互相组合就可以获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教师在课中可以为学生布置一项作业，回家利用网络、
文献等多种方式制作一个人口迁移模型，结合所学知识解决人
口流动问题。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任务后，将作业上传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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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平台、社交群内（QQ 群、微信群），教师分别指导，指出
错误部分，让学生随时修改，从而加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行列式知识具有多方面几何价值，教师可以将三角形
ABC 各个定点坐标设为：A(x1,y1),B(x2,y2),C(x3,y3) 

[1]，排列方
式可选用逆时针形式，之后使用公式表示三角形的实际面积：

S=                     。 假如直角坐标系内含有一平行六面体，设置

其顶点：Pi(xiyizi)i=1,2,3,4 ，使用行列式表示出该图形的面积：

V=                                                                            。

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在课堂中可以学到相关知识，加强
与其他知识的联系，还可以在课后通过自行调查、分析、对比
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知识的灵活应用水平，使学生融会贯通，
形成更加完善的数学逻辑思维，提升其学习兴趣。

2.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应用方法
2.1 合理设计教学目标

    更多的教师开始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应合理设计教
学目标，才能将翻转课堂教学优势与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第一，
教师应将线性代数课程当做主要载体，积极借鉴并使用网络技
术、信息技术，使线上教学、线下教学完美融合，形成新型翻
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使原本的教学方法获得改革与优化，打造
具备先进教学理念与全新教学模式的优质课程体系，持续加强
教学质量。第二， 充分利用在线课程平台，在其中共享海量的
优秀教育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文化交流合作水平，
使高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获得提升。第三，大力开展题库建设
工作，尤其针对微课线下教学部分，设置海量配套应用题库 [2]，
学生在课后可充分联系，从而充分掌握相关知识点。

2.2 精心设置实践内容
本文选择了课程中的向量组线性相关性判定内容进行案例

实践分析，第一，教师应制定教学目标，应确保学生不仅要掌
握线性相关定义、无关定义，还要完全了解并严格遵循各种基
础判定准则。第二，教师应明确教学重点。实际开展教学过程中，
重点内容应为准确判断一般向量组与特殊向量组二者之间具备
的关联性；第三，合理控制教学难点内容。由于不同向量组具
备不同特征，如何选择线性相关性判定的最佳方案。

例：
（1）在同一个向量内，构建向量组线性相关判定，主要包

含内容为零向量性相关、非零向量线性无关。
（2）两个向量可共同构成向量组线性相关性判定，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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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内容为两个同样数列向量线性相关。判定一般向量组线性相
关性。第一，可使用以下方式表现实际向量组：a1,a2..., am ，同
时明确矩阵构成后表现出的线性相关性必要条件：A=（ a1,a2..., 
am ）的秩小于向量个数 m；第二，向量 a1,a2..., am 与线性无关必
要条件可以表示为：R(A)=m[3]。

（3）判定向量位数与列向量个数同样的向量组线性相关性。
第一，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m 维向量组：a1,a2..., am ；可以使用矩
阵表示其线性相关性：A=（ a1,a2..., am ），通过分析可以明确
向量个数 m 大于其秩，其构成的矩阵行列式表示为：|A|=0 ；
第二，构成矩阵与 m 维列向量组线性处于无关状态，可以共同
构成矩阵：A=（a1,a2..., am ）的秩与向量 m 表现为相同的个数，
可以共同构成矩阵行列式，可用以下方式表达：|A| ≠ 0 。

（4）对结论进行补充：第一，如果向量组 a1,a2..., am 表现
为线性相干，那么向量组 B=a1,a2...am+1 也表现为线性相关。如
果与其相反，那么 B 组线性无关，向量组 A 同样线性无关。第二，
m 个 n 维向量共同构成向量组，如果向量个数 m 大于 n，那么
一定表现为线性相关。尤其是 n+1 个 n 维向量一定线性相关。

学生在学习上述相关内容之后，教师可以制作相应微课，
学生在课后复习或课余时间学习过程中，可以从微课中得知，（1）
与（2）作为特殊例子，学生可以根据其更好地掌握线性相关定义，
同时了解该结论可以作为依据对两个向量线性相关性进行判断。
（3）作为普通情况，（4）则是特殊情况，学生通过微课视频
的观看明白数学问题的研究思路应从简单至复杂，再由特殊至
普通，再由普通到特殊的思考过程。

微课对知识点进行总结，制作时间短、内容精的教学视频。
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学习，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中留出时间让
学生讨论，教师为其答疑解惑，从而发挥翻转课堂的真正效用。

3.翻转课堂与案例教学互相融合
案例教学法具备生动、形象、直观等优势，教师利用案例

作为教学素材与基础，开展更加有趣的教学，凸显学生主体地
位，将教材中知识与实际问题互相结合，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通过将案例教学法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互相结合，通过在课堂
中为学生正确引导，学生可结合课内知识与课外实践，达到翻
转课堂教学目标，从根本上加强高中线性代数教学质量与效率，
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真正魅力，充分掌握相关概念与定理。
教师将翻转课堂与案例教学法进行融合过程中，应合理选择案
例，确保案例与教学内容互相结合，满足学生专业特点需求；
与实际生活相近；简单、通俗易懂；案例应具备一定的多元性；
案例应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正确选择案例可以充分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还可以提升其计算水平，从而全面分析并快速解决
问题。

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设置课堂内的引导案例与课外实

践案例。课内案例应以教师解答、讲授为主，将学生的讨论作
为辅助，案例重点应为让学生充分掌握相关概念、原理、正确
解题方式，达到灵活使用所学知识的教学效果；课外案例应注
重学生的自我学习，教师答疑为辅助，主要突出案例的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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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点，加强学生知识的灵活应用能力。
在案例中教师可以设置以下几点：
（1）矩阵：成本核算、密码解密。
（2）n 维向量：药材配比问题等。
（3）线性方程组：投入产出、交通流。
（4）特征向量与矩阵具备的特征值，可设置为：农业经济

发展模型、莱斯利种群模型等。
（5）二次型可设置为：制作简单小行星轨道模型、正确判

定二次曲线形状等。
本文主要以矩阵部分非作为教学案例，教师完成教学情境

创设后，还可以在教学中使用生活实际案例：
某服装厂生产 3 种裤子，每条裤子的成本为：
裤子 1：原材料 1 万元，劳动成本 3 万元，企业管理费 1 万元；
裤子 2：原材料 3 万元，劳动成本 4 万元，企业管理费 5 万元；
裤子 3：原材料 2 万元，劳动成本 3 万元；企业管理费 2 万

元 [4]。
使用公式表示：Q=MP=                                                      ，

其中使用矩阵 M 表示该服装厂的季度产量，每个季度生成总成
本使用矩阵 P 表示。通过对该矩阵分析可以看出，该服装厂春
季劳动成本为 4 万元，夏季原材料成本、劳动成本与企业管理
费总成本之和为第二列元素总和：21600+37400+25600=84600；
一年内企业管理费总成本之和为第三行元素相加之和；矩阵中
的全部元素相加后结果表示工厂一年中的总成本。

通过该案例的学习后，学生可以明白数学对象定义通常来
说更加追求简洁，思想方面更加注重类比，但矩阵与运算的核
心内容为有用。若矩阵乘法定义表示为两个矩阵互相对应的元
素相乘，虽然更加简单、记忆方面，但并不实用。通过课堂引
导案例与课后实践案例互相结合，学生即使在家里或课后也可
随时学习相关内容，从而更加灵活地掌握知识，为实际应用奠
定坚实基础。

三、结语

高中数学线性代数知识内容十分复杂、抽象，知识难度较
高，学生无法灵活掌握。因此教师必须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方法，
同时结合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技术，充分发挥翻转课堂
的精髓与价值，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重点，灵活应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提升高校线性代数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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