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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加微课大赛过程回顾

“第二届（2016）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



课程名称：线性代数

课程类型：公共基础课

授课对象：清华大学, 非数学类理工科一年级本科生

微课时间: 15分钟左右

基本要求: 讲清楚一个完整的知识点, 或知识块

(二)、课程方案设计中的想法

2.1 课程基本定位



前后文分析：

《线性代数》课程的前三章，分别介绍了行列式、线性方程组和矩
阵，主要偏重具体操作和计算. 进入第四章向量空间后，开始以理论
推导为主，将建立一套新的形式化的语言. 本讲的内容是第四章的开

篇，是从具体操作到抽象理论与形式化演绎的第一步，是学好《线性
代数》课程的关键.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是一套形式化的语言，通过这套语言，可从

更深的层面解释行列式、线性方程组和矩阵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是
《线性代数》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 另一方面，向量空间又是将来

要介绍的更抽象的线性空间的具体例子，从而是《线性代数》教学中
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2.1 课程基本定位



运用“学习迁移”的教育心理学规律来设计教学过程

• 学习迁移是教育心理学中的重要问题. 基本观点是：学习者学习新

的知识和技能不是孤立的，它会受到学习者已有知识经验的影响
，甚至要影响到今后的学习和应用（《教育心理学》，高明书、
卢强编著，北京出版社，2007 年第2 版）.       

• 学习迁移可以划分为正迁移（已有经验和知识对新学习起促进作
用）和负迁移（已有经验和知识对新学习起干扰作用）. 

• “小青蛙与小鱼”的故事

• 骑自行车, 骑摩托车, 骑三轮车之间的关系

2.2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一



运用“学习迁移”的教育心理学规律来设计教学过程

• 对于向量的相等关系，以及向量运算的定义，首先通过例子发现向量
是特殊的矩阵，从而利用已知的矩阵知识，“正迁移”到向量中来，
使得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包括向量的线性运算的8条性质，也不需再验
证，因为在第三章矩阵代数中已经验证过了.

• 二维三维空间中的几何常识正是我们认知高
维空间的“负迁移”因素，为此，本讲开篇
用了思想实验的方式, 采用莫比乌斯带做类

比，充分说明从低维空间认知高维空间的困
难性.



讲清动机与背景, 使每一个新知识点都是自然引入, 而非突兀地给
出.

• 《线性代数》是一门形式化专门化的数学课程. 其中很多概念和方
法都经过高度的抽象与简化, 高度概括性的同时也高度抽象. 传统
教学中很多概念的介绍都脱离了知识产生的背景和动机点, 从而让
学生觉得很不自然很突兀. 例如: 一般行列式的定义, 矩阵乘法的规
定, 线性空间与线性映射的引入等等.概念引入的诸多历史沉淀在教
材中却是2-3行的精炼描述，抹杀了其归纳总结过程中思维的火花.      

• 多年来, 对《线性代数》考题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学生计算题的

得分率明显高于证明题，学生中普遍存在害怕证明题的心理；普
遍觉得《线性代数》甚至比《微积分》更枯燥，更难学. 

2.3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二



讲清动机与背景, 使每一个新知识点都是自然引入, 而非突兀地给出.

• 学生害怕理论证明，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理论. 表面上学过所有
知识点，但缺乏对知识点的本质的掌握. 如何从思维的层面总结n维
向量空间定义中所蕴涵的创新点具有很大的挑战. 而由于学时限制

等原因，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过于平铺直叙，上来直接讲规定给
定义，给完定义列性质，列完性质讲定理. 授课模式过于单一，也
造成了数学课很枯燥的结果.      

• 本讲中的五个定义: n维向量, 向量相等, 向量的运算, n维向量空间, 

子空间. 每一个新概念出现的之前, 都做了相应的铺垫和准备.

2.3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二



讲清动机与背景, 使每一个新知识点都是自然引入, 而非突兀地给

出.

教学理念: 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加德纳说过，“很多教师只给

学生看知识园地里采摘下来的缤纷花朵，而不给学生看那束呈现在眼

前芬芳美丽的花朵的种植、除草、施肥和修剪的整个过程”. 教学中

不仅要教知识和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概念、探究知识的思

维方式和学习方法. 

2.3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二



在抽象思维的讲述中加入形象思维的元素.

• 苏联数学家Goppa（戈帕码的发明人）提到“无论是多么高深和抽
象的数学，都可以在通信中看到它的影子”..      

2.4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三



 创新性地加入了以参赛教师为原型的卡通
漫画形象，拉近了与青年学生的距离. 

 教具的使用，真实可见地在三维空间中扭
曲得到莫比乌斯带，并利用平面之蛙“越
界”的现象，引导学生类比地去思考高维
空间的情况. 



教学理念: “抽象”是一把双刃剑, 高度的抽象是为了高度的

概括性; 然而高度抽象会带来认知的困难与学习主动性的破坏. 

在“抽象”与“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数学既能深刻，又能

变得通俗好玩起来. 



注重数学与世界的广泛联系, 注重数学文化.

• 南开大学顾沛教授认为，“从狭义上说，数学文化即数学的思想、
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及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广义上说，除
了狭义的内容外，数学文化还包括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
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以及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 ” 

• 在本讲中，我们不断地鼓励同学们发散思维，认识数学与其他学科
，其他领域的联系，如：数学与天文物理，数学与赫拉克利特以及
爱菲斯学派的哲学，数学与摄影文化，数学与电影文化等. 

2.5 课程方案设计想法之四



注重数学与世界的广泛联系, 注重数学文化.

• 特别是用数学方式解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命题，并进而用此观点来
鉴赏延时摄影作品的过程，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
时，也能体会到数学的实用性，数学的广泛性与数学的美. 



注重数学与世界的广泛联系, 注重数学文化.

• 热门烧脑科幻电影《星际穿越》片花的穿插，很好地吸引了学生的
注意力与求知欲.      



教学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万物皆

数”，世间万物的运行都蕴含着数学原理，数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也是一种文化，数学如果脱离了其丰富的文化基础，就会被简化

成一系列的技巧，它的形象也就被完全歪曲了. 真正好的数学课

教学过程要带领学生认知数学，更要引导学生认知世界. 



微课设计大赛, 重在“设计”

视频录制：写“脚本”，熟能生巧

微课，慕课与过去的公开课，电教课的区别

——“大师专门给我讲课！”

数学微课，慕课的特点：手写推导, 手写批注

案例分析课大有可为!!!

思考:  (1). 比赛和实际上课有何关系? 

(2). 32学时的<线性代数>能讲什么?

(三)、几点建议和思考



谢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