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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物生成论构建线性代数课程的知识衍成论

孔　楠

上海杉达学院基础教育部　上海市　200120

摘　要：本文基于李耳的《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的宇宙事物生成论，依照事物从少到多，

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提出针对高  校数学类课程中某一成系统的知识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知识衍成论教学法。并  

以“行列式的展开定理的引入与简单推导”的内容教学过程为例进行说明，同时给  出课件设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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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等高校数学类课程是理工科、经 管类等专业的大类通识专

业基础课程，如何上好这些课程对于大学生教育教学质 量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教师上好这类课程的关键主要

取决于教学内容 的输出方式和教学媒介的应用。目前，随

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教学媒介也越来越多元， 诸如多媒体

教室等好用、实用的教学媒介完全可以满足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的应用。 因此，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探寻最容易被

学生接受与理解的教学内容输出 方式就成了深耕于一线的

教师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高校数学类课程的任 课教师，

大部分学生甚至老师都认为这类课程理论性强、实操性弱，

学生听起来枯燥， 老师讲起来繁琐，甚至有些教师在教授

成系统的知识内容时，也无法将这些知识技 巧性地的串联

起来为学生讲解 [1]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结合《道德经》

中对事物生 成过程的描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给出高校数学类课程中 成系统的知识的教学方

法论——知识衍成论，并举例说明。

1. 《道德经》中的宇宙事物生成论

《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言》，是老子哲学思

想的主要来源。《道德 经》分为《德经》和《道经》，内

容涉及修身、治国、养生等，文意深奥，被誉 为万经之王。

《道德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生哲理，不仅在

当时促成 了道家的出现和发展，更是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的代表作品 [2]。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第一句谓曰：“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 讲的是老子的事物生成论。这里的“一”、

“二”、“三”是指“道”创生万物   的过程。其中“道生

一”可理解为“道曰规，始于一”，即“道”是一种规则，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必然要遵循这个规则，而这个规则通

常是从“一”开始的。

2. 高校数学类课程中知识衍成论及其教学法

诸多数学知识，尤其是高等学校教授的《高等数学》、《线

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这些理工科与经管类大

学生所必修的大类通识课程的知识内容， 其形成与发展过

程也是符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

论的：  对于一个数学知识点，人们也总是先去探讨其在一

维状态下的理论形态，即“道 曰规，始于一”，而后去推广，

探讨其在二维状态下的理论形态，而且此时还常

常伴随对一维和两维这两种状态下的理论异同点的比

较，接着再将二维状态下的 理论推至三维，若二维状态下

的理论在三维状态下仍然适用，则就秉着“大胆假 设、小

心求证”的归纳思维，将这一理论推广至 n 维，即任意维度，

直至该理论基 本完善。

譬如，《高等数学》中的“极限” ( 一重极限、二重极限、

三重极限、……、 n 重极限 ) 、“导数” ( 一阶导数、二阶

导数、三阶导数、……、n 阶导数 ) 、“微 分” ( 一元函数

的微分、二元函数的全微分、 ……) 、“积分” ( 一重积分、

二 重积分、三重积分、……) 甚至“函数”都是按此理论进

行编写或讲授的。

将数学中的某一知识点看作是“道”，那么其在一维、

二维、三维、……、n 维下的理论形态的衍成过程，就可以

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n。 这一过程称

为知识衍成过程，利用这一衍成过程进行的教学方法称为

知识衍成论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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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知识衍成论教学法呢？本文借助代数学中的

两个知识点进行说明。

以“方程与方程组”这一系统知识为例，许多教师在

进行教学时，就是以这 个理论为基础进行教学的。从一元

一次方程，到二元一次方程组，再到三元一次 方程组，最

后讲解 n 元一次线性方程组。其中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

次方程组、三 元一次方程组的讲解是中学阶段的必修内容，

而 n 元一次线性方程组的内容则是在 大学阶段的《线性代

数》中进行了着重的讲解。其理论和求解方法仍然承袭二

元 一次方程组或三元一次方程组的理论和方法——消元法。

只不过，《线性代数》中关于 n 元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在承袭前面低元理论和 方法的基础上，又借用“行列式”

和“矩阵”两种代数式的运算分别对这一方法 的解答形式

进行了简化。同理，对于“行列式”和“矩阵”这两个知

识点中的某 些理论和方法也可以按照“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 n”的知识衍成逻辑进 行讲授。

下面，本文再以“行列式的展开定理的引入与简单推导”

为例，进行说明。

对于一阶行列式 | a |[3] ，其值就是 a ，无所谓展开；

对于二阶行列式 | a11       a12 | 的对角线法则运算式：

a11a22  − a12a21 ，就可将其

看成是按照第一行展开得到算式 .

此时，

即，

对于三阶行列式  的对角线法则运算式：

将其作简单并项处理，可得：

a11(a22a33 −a23a32) + a12(−(a21a33−a23a31)) + a13(a21a32−a22a31)

此时，

即，

至此，完成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部分，

并由此观察到二阶、三 阶行列式的值可以看作其第一行的

每一个元素与其相应的代数余子式的乘积的和， 于是，可

以推想：任意一个 n 阶行列式的值也等于其第一行的每一

个元素与该元素 相应的代数余子式的乘积的和。

接下来就是对这一推想的严格证明。对于该证明，可

以在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 依据其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

纲的不同，有选择地讲或不讲。而后再考虑其他行 是否也

是如此？行若都行，再考虑列的情况。如此就可以严格的

证明出行列式按 照某行 ( 列 ) 展开的定理了。

有了行列式按照某行 ( 列 ) 展开定理，再去思考按照某

两行 ( 列 ) 、某三行 ( 列 ) 展开定理，最后得出行列式按照

某 k 行 ( 列 ) 展开定理——拉普拉斯定理。

可见，这样的一套衍成理论，具体到某一猜想的证明时，

就是我们常见的数 学归纳法了。数学归纳法是一种数学思

想，更是学生必备的数学思维。应用该衍 成理论系统性的

讲述知识，可以很好地讲这一数学思维潜移默化地传授给

学生。

3. 课件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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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知识衍成论教学法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事物生成 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学知识点

的衍成过程和学生的认知逻辑来进行安排的授 课方式。这

样既能够保证学生最大化的接受知识，系统性地学习、梳理、

复习知 识，又不至于使学生学习起来感到知识点杂乱无章，

没有逻辑。本方法除了可以 运用在数学类课程知识点的讲

授中，也可以用在物理、化学等 理工科类的其他专 业知识

点的讲述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并且这种知识衍成论也

对教师编写校本 教材或一般教材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种

讲授方式对学生来说更有助于学生在自 学时构建自己的知

识体系和学习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型教学模式”[4] 

。 这种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教学课程中的教学法方

法，更是课程思政融入的 一种体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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