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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案例和问题驱动之下的线性代数教学 
◆张景明 

（山东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66580） 

 
摘要：案例与问题驱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就是让教师以生活案例为问

题将其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探寻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逐步构建课程知识。为此对案例和问题驱动应用于线性代数教学的

必要性以及应用原则进行分析，对案例和问题驱动应用于线性代数教学

的具体实践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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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线性代数中的概念定理繁多，这些定理概念之间的具备相互

渗透、联系性极高的问题，因此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极高，再加上
线性代数的教学内容较为抽象，学生难以将其与实际生活相关
联，导致学生对于线性代数课程的兴趣程度较低，将案例与问题
驱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应用于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中，可利用案例
问题驱动学生进行思考，利用学生思考带动学生数学思维的发
展，继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线性代数学习质量。 

一、案例和问题驱动应用于线性代数教学的必要性 
以往的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多是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线性代

数的定义、定理，再让学生计算习题巩固学生的知识学习成效的。
这种教学模式极为单一，强化学生对于代学技巧的应用熟练度，
因此线性代数教学课堂上的教学趣味性极低。案例与问题驱动相
结合的教学方式，能够搭建学生与教师沟通交流的课堂，让线性
代数理论知识实现具体化，进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解决方案，
帮助学生全面理解掌握线性代数知识。此外，线性代数课程本身
就具备计算繁琐、概念抽象的特征，再加上大多数教师更加注重
学生代数理论知识的构建，利用案例与问题驱动相结合的教学方
式，可从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强化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加深学生对于代数基本知识的理解。 

二、案例和问题驱动应用于线性代数教学的原则 
（一）设计的实用性原则 
以数学思维为基础设计的数学问题并不属于问题驱动式的

教学设计问题，因此教师需要设计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问题，引
发学生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望，进而调动学生的进一步学习的学
习兴趣。 

（二）知识的匹配性原则 
线性代数理论的发展在于线性代数理论体系能够被广泛应

用，现如今线性代数的能够成为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是由
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对于线性代数理论的依赖性极高，倘若教
师设计的案例问题并不能全面体现线性代数理论知识的应用价
值，对于学生后续的知识应用发展造成影响。为此教师需要设计
出能够由线性代数理论知识有效解决问题的案例问题，进而体现
出线性代数理论应用的重要性。 

（三）专业的相关性原则 
教师设计的教学问题倘若与学生学习的专业无关，则难以有

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此教师设计的案例问题，需要与学
生的所学专业或是学生关注相结合，进而调动学生课堂研究的热
情，展现线性代数理论应用于专业学习的必要性，引发学生自主
学习的持续性。如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对经济学专业学生利用线性
代数分析产出案例，对计算机专业教导学生利用线性代数理论应
用于密码学中等。 

（四）难度的适宜性原则 
简单性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讲并未多大的挑战性，也不会体现

线性代数知识的应用价值，同时过于复杂问题或是涉及知识面积
较大问题会占用过多的学习时长，不便于教师开展教学内容。为
此教师需要选取是难度适宜的问题引出线性代数理论的案例问
题，继而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师设计的线性代数案例的设置需要实现环环相扣、层层深
入，只有这样才能将线性代数中的理论知识点有效串联，让学生
在解决系列问题的过程，帮助学生重塑课程知识的整体结构，搭

建属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 
三、案例和问题驱动在线性代数教学的实践应用 
线性代数课程的特点就是知识之间的紧密型十分强，系统性

以及概念性的特征十分显著，因此对于学习者的抽象性以及逻辑
性有着较高的要求。矩阵时高等数学中应用极为广泛的学习概
念，也是学习者解决线性代数问题的主要工具，线性代数内诸多
的理论问题以及实际问题都可用矩阵表示并解决。用一个具体的
案例来开展问题驱动式的线性代数教学。 

如 X 家电公司向三家商店配送四种产品，其各商店配送产
品数量如表 1 所示，四种产品的售价以及产品重量如表 2 所示，
则 X 公司向三家商店售出的产品总售价以及总重量为多少？ 

表 1  商店配送产品数量 
商店名称 电视（台） 空调（台） 洗衣机（台） 冰箱（台） 

商店甲 5 20 0 25 
商店乙 30 0 25 10 
商店丙 25 15 5 0 

表 2  四种产品的售价以及产品重量 
商品名称 售价/102 元 重量/kg 

电视 23 35 
空调 33 45 

洗衣机 9 15 
冰箱 18 25 

在本次实例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了解两个表中的
数字，分别记录两个表格中的数字为 A、B，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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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题，则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根据生活实例了解到矩阵乘
法运算的实际效用，让学生体会到利用线性代数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乐趣，进而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同时帮助学生实现生活与
线性代数知识的有机集合，让学生能够在案例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全面掌握线性代数的基本原理，进而提升学生利用理论知识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 

结语 
线性代数作为高等数学教学的基础知识，对于学生数学素养

的养成以及数学思维逻辑的培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线
性代数学习效率的高低对于学生后续的学习发展起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价值，在线性代数教学中适当应用案例和问题驱动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线性代数
学习效率，同时也可提升学生对于线性代数知识的理解能力和灵
活应用能力，真正做到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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