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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代数作为高等院校非数学专业的数学通识教育的

一门重要课程，抽象难学,  但应用广泛。近年来，许多高

校压缩理论课时，如何提高效率以适应线性代数课程的短

课时教学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行列式内容在许多线性

代数教材中是开篇第一章，在线性方程组理论、矩阵论、

向量组的线性关系理论、二次型、多重积分的变量替换、

微分方程组等方面有重要应用。本文结合个人的教学实践，

借此机会与各位同行交流探讨行列式教学的难点与策略。



        现代代数学是建立在很多抽象概念基础之上的，n阶行

列式便是线性代数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抽象概念。对于刚步入

大学的新生来说，学习难度较大。当前线性代数教材中对于

n阶行列式的概念主要采用逆序法定义和递归法定义两种形

式，各有利弊。递归法定义形式较简单，其缺点是不能直接

给出行列式的最终结果，从而学生对n阶行列式完全展开的

一、n阶行列式定义的教学



各项不甚了解，因此，我们采用n阶行列式的逆序法定义进

行讲授。那么，如何以较少的课时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和掌

握这一抽象数学概念？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引导学生体验数学

思维与研究的完整过程：背景问题研究→总结规律→ 形成

抽象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认为较困难的是

如何总结二阶、三阶行列式定义的规律，进而推广形成n阶

行列式的逆序法定义。我们的教学措施如下：



预备知识：(不重复)排列的逆序数

        定义  由n个不同自然数排成的有序数列称为一个n阶(不

重复)排列. 在一个n阶排列中, 若有两个数出现左大右小 (即
与从小到大的自然顺序相反), 就说这一对数构成1个逆序. 一

个排列中逆序的个数叫做这个排列的逆序数. 设 j1 j2…jn是自
然数1,2, …, n的一个n阶排列, 其逆序数记为N( j1 j2…jn).

      （1）以预备知识的形式, 简短介绍n阶排列的逆序数的概
念、记号及求法. 设计如下：

N(231) = 2.  



   逆序数的计算方法：为了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地计数，

我们可以从左到右依次检查每个数左边的更大的数有多

少个，再把个数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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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序：32; 31,21,5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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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引导学生总结二阶、三阶行列式的对角线法则定
义的结构规律. 特别强调行列式定义中的∑求和是以排列为
求和指标（教学难点）. 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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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行列式定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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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阶行列式的逆序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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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用行列式的逆序数法定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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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4阶行列式虽有4！项，但只需考虑乘积≠0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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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列式展开法则的教学

        为了节省课时并降低学习难度, 我们省略n阶行列式展开
法则抽象的证明过程, 取而代之的是三阶行列式的演绎过程 .  
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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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3阶行列式定义中的六项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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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展开法则）行列式D等于它的任一行(列)的所有

元素与它们对应的代数余子式乘积之和,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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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j j j j j jn na A a A a A j   L 按第 列展开=



        行列式展开法则的另一个教学难点是行列式展开法则
的重要推论：行列式某一行(列)的元素与另一行(列)的对应
元素的代数余子式乘积之和等于零. 

. 

我们的教学措施是设计如下思考题并引导学生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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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论 行列式某一行(列)的元素与另一行(列)的对应元

素的代数余子式乘积之和等于零.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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