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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线性代数课程思政的案例教学进行探究。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共享单车的合理投放为例，

从背景介绍、问题导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延伸的角度，分别对其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挖掘，

并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课程教学，从而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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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as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inear algebra 
courses. Taking the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the reasonable placement of shared bicycles—as 
an exa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problem introduction, problem 
analysis, problem solving, and problem extension, we will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lements in them, and subtly integrate them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thus integrating val-
ue shaping,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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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依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各类课程都应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其中，公共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

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线性代数作为各高等院校理工科院系以及经济管理等专业开设的一门数学公共基础课，课程受众面

广，并为后续专业课程和其它数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尤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线性代数

已被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航天、经济、工程等各个领域。因此，存在诸多案例有待挖掘，这为案

例教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工科院系往往更注重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对理论公式的推演能力

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可以适当弱化定理、性质等的推导证明，引入课程相关的各领域案

例，并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使案例成为课程思政的载体，从而使学生在学习理论，了解应用的同时，

接受到思政教育。最终达到润无形思政于有形案例之中的效果。 
课程思政的案例教学意义重大。一方面，通过案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提升学生

的课程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还可以激发学生思考和进行科学探究的欲望，拓展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培

养问题出发–引入理论–解决问题，即 why-how-what 的创新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入，

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坚定民族自信心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和创新意识，增强社会责

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辩证唯物的思想观念等，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做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的有机结合。在将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的同时，对课堂教学改革也起到极大

的促进作用。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线性代数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行列式、矩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及线性方程组、向量组的线

性相关性、相似矩阵及二次型。不论课程的体系设置，还是每一个知识点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例

如：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线性代数的理论介绍是以线性方程组解的研究为主线展开的。行列式、矩阵的

初等变换均是在求解线性方程组的过程中引入的概念；矩阵的秩的定义使得讨论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

和唯一性更加便捷；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引入为确定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些概

念和理论并不是孤立的，线性方程组解的研究将其联系到一起，这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

即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是孤立地存在的。由此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中，应注重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学习每门课程时，应积极思考理论之间的联系，从而构

建完整的知识体系框架，便于对知识的深入探索。此外，在课程的具体知识点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

素[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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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中的思政元素分析 

下面以矩阵的对角化理论为例，通过校园内共享单车投放问题，展示如何从案例背景介绍、问题导

入、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延伸等方面分别进行思政元素挖掘。最终，通过教学与思政的有机融合，

达到协同育人的效果。 

3.1. 案例背景介绍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们不仅为我国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作

用。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新四大发明”诞生。中国高铁成为连接世界的钢铁动脉，

移动支付打造了无现金支付的便利，共享单车打通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障碍，网购带给人们便利快捷的

购物体验。这些成果为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影响力。 
思政分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和“新四大发明”体现了古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回顾历

史，让同学们感受中国古老文明的魅力，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展示当代创新成果，使同学们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教学设计：可请学生在课前查阅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和“新四大发明”的诞生时间和应用，为课堂案

例引入做好铺垫。 

3.2. 问题导入 

随着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投放到市场上的单车数量激增。在国内很多高校校园中，同样投放了大

量共享单车，为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通过观察发现，单车主要流通在宿舍区、食堂、教学楼、

图书馆和校园门口之间，那么共享单车在各个区域的数量分布从长期来看是否会达到平稳呢？当初始分

布比例发生变化时，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思政分析：通过以学生比较熟悉的共享单车为案例，可以拉近学生与案例的距离，激发研究兴趣。

从而引发学生对身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探究精神。同时也提醒学生规范停

车，培养规则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教学设计：教学中，可通过照片展示各停车区的停车现状，更好地将学生带入问题情境。 

3.3. 分析问题 

为了研究方便，可假设校园内共享单车数量始终不变，且只在各主要停车区域之间流动。先确定单

车每天由停车区 i 移动到停车区 j 的比例，以及各停车区的初始停车数据。建立迁移矩阵 A (即为马尔可

夫矩阵)，由此得到第 k 天与第 k + 1 天各停车区的单车数量间的关系方程 ( )1 0,1,k kx Ax k+ = =  ，其中 xk

表示第 k 天时各停车区的停车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构成的向量。因此， 
1

1 0  k
kx A x+
+ =  

显然，随着 k 趋向于无穷大，若 xk+1 极限存在，则意味着各停车区的单车数量长期后会趋于稳定。 
为了计算 Ak+1，需考虑将 A 对角化，从而引出矩阵的对角化理论，具体包括：矩阵可对角化的定义、

判定和具体解法。 
思政分析：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如何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从复杂的现象中提取本质。体

现了具体到抽象，现象到本质的辨证思想。分析的过程还有助于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建立科学的思想方

法，可以培养初步的建模能力。由此引导学生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分析，找出主

要矛盾，一步一步去解决。此外，迁移模型和马尔可夫矩阵的引入，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并提升其科

学探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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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可利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一起分析如何把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 

3.4. 解决问题 

为方便计算，便于说理，设某高校的共享单车只在食堂区和教学区间流动，且共享单车总数不变。

第一天时，食堂区与教学区的投放比例为 ( ) ( ): 1 , 0 1α α α− < < 。设后面每天有 60%的单车由食堂区转移

到教学区，有 70%的单车由教学区转移到食堂区。下面研究经过 k + 1 天后，单车在两区域的分布情况。 
具体解法： 
(1) 构造迁移矩阵和初始向量 

0.4 0.7
0.6 0.3

A  
=  
 

， 0 1
x

α
α

 
=  − 

 

则 1
1 0 1 0, ,  k

k kx Ax x Ax A x+
+= = = =  。 

(2) 将矩阵 A 对角化，并求出 Ak+1 
因为 1

1 0
k

kx A x+
+ = ，要计算 xk+1，需计算 Ak+1。因此，可以先判断 A 是否可以对角化，若可以则将其

对角化。 
由特征多项式 

( )( )
0.4 0.7

1 0.3
0.6 0.3

A E
λ

λ λ λ
λ

−
− = = − +

−
 

得特征值 1 21, 0.3λ λ= = − ，相应的特征向量分别为 1 2

7 1
,

6 1
ξ ξ

   
= =   −   

。因特征值互不相同，A 可对角化，

即存在可逆矩阵 1 2

7 1
( , )

6 1
P ξ ξ

 
= =  − 

，满足 

1 1 0
0 0.3

P AP−  
= Λ =  − 

。 

故 

( )

( )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07 1 1 11
6 1 6 713 0 0.3

7 6 0.3 7 7 0.31   
13 6 6 0.3 6 7 0.3

k k
k

k k

k k

A P P+ + −
+

+ +

+ +

  − −   
= 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求向量 xk+1 

( ) ( )
( ) ( )

1 1
1

1 0 1 1

7 6 0.3 7 7 0.31
113 6 6 0.3 6 7 0.3

k k
k

k k k
x A x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为 ( ) 1lim 0.3 0k

k

+

→+∞
− = ，所以 1

7
7 71 13lim
6 6 1 613

13

kk
x

α
α+→+∞

 
 − −  
 = − =  − − −      
 

。 

特别地，当 k = 4 时， 

5 7.01458 7.017011
5.98542 5.9829913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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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5
5 0

7.01458 7.01701 7.01701 0.002431 1
5.98542 5.98299 1 5.98299 0.0024313 13

x A x
α α
α α

−    
= = =    − +    

 

因为 0 1α< < ，所以 

7.01458 7.01701 0.00243 7.01701α< − < ， 

5.98299 5.98299 0.00243 5.98542α< + < 。 

可见，在单车总量不变，流通区域为两个固定区域，每天单车在各区域间流通比例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区域的停车数量将趋于稳定，其比例为 7:6。且此比例不受两区域初始停车数量

的影响。特别地，不论初始停车比例如何，5 天后食堂区和教学区的单车分布之比已趋于稳定，其比值

约为 7:6。且随着 k 的增大，比值会越来越接近 7:6。 
现实生活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单车总量不断增加，流通区域复杂，单车随意停放，单车

在各区域间的流通比例不固定等因素影响，会导致某些停车点出现投放不够合理的现象。为了改善这

一现状，可以在确保使用的前提下，采取限制单车的市场投放量，设置固定停车区域并合理约束等办

法。 
思政分析：通过案例解决，即加深了学生对矩阵对角化理论的理解，也培养了分析能力、科学计算

能力。学会用严谨的科学态度解决问题，培养初步的科研能力。通过亲自去探索生活中的数学奥秘，激

发实践热情，培养探究精神，感受数学的抽象美、规律美。树立学好线性代数的信心，提升自我认同感。

通过对单车数量分布的长期考虑，体会变与不变，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思想。同时教育学生遵守社会秩序、

培养社会公德心。 
教学设计：授课时，可引导学生建立迁移矩阵，并独立完成其特征值、特征向量的计算，对角化判

定，探究 Ak+1 的表达式。其余部分由师生协作完成。 

3.5. 问题延伸 

(1) 若考虑多个停车区，该如何求解？此外，随着迁移矩阵阶数增加，手工求解特征值变得困难，需

要借助软件完成。 
(2) 引导学生思考：对于城市间的人口迁移，学生在各食堂间的流动问题是否可以使用该模型求解？

此外，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应用该模型？ 
思政分析：通过问题延伸，引发学生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归类思考，自觉掌握现代化计算方法，具备

数学建模的基本素养。通过小组调研讨论，培养学生的科学严谨态度和团队合作精神。 
教学设计：授课时，可演示 matlab 软件计算特征值、特征向量的过程，鼓励学生自觉学习掌握现代

化计算工具。请学生自选案例，分组讨论，通过调研获得数据完成建模，并作简短报告。 

4. 实践反思 

线性代数课程往往课时紧张，加之传统的课程教学更重理论轻应用，因此理论与应用常常脱节。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学不应再墨守成规，而应积极地与时俱进。思政案例作为载体，完

美地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在传递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在培养积极正确的

思想观念，并做好价值引导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案例式思政教学要落实到实处，还有很

多值得我们探索的方面。例如：如何利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展示案例，并融思政于无形之中；如何针

对各专业特色，设计相应思政案例，从而发挥更好的思政教学效果等，都需要授课教师积极探索，精

心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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