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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

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

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烈。党中央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兰州理工大学地处甘肃兰州，为全国尤其是西部地

区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主要

承担着大面积公共数学课的教学工作。从新生刚入校，

我们便开设了高等数学课程，在大一第二学期开设了线

性代数课程。按照学生的专业，将高等数学分为高等数

学 A、高等数学 B、高等数学 C 和高等数学 D，分层次教

学。线性代数课程从原来的 40 个课时的理论课，改成了

32 学时的理论课程，后续安排上机实验课程。高等数学

和线性代数课程主要是针对于理工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必

修课，依托于这两门课，在后续的专业课学习中才能更

好地利用数学方法解决相应学科的实际问题。数学学科

主要是教会学生思考的方式，和训练学生思维的能力。

高等数学中的分析思想，将对以后处理连续问题非常有

用，而线性代数中的矩阵思想将问题离散化处理的方式，

又是一种很重要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在大学的学习中，

这两门课是理工科学生要花力气学的学科。由于数学本

身比较枯燥，所以我们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

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的讲话精神，从

2017 年春季学期开始，就有意识地将一些思政元素融入

教学过程中，最终将数学课与实际结合，让学生更加主

动地去学习。以下从两个问题出发具体介绍我们的教学

方法。

一、定积分的概念

定积分的概念为后续定积分的计算和应用打下基础，

它上承导数与不定积分，下启定积分的应用、重积分、

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定积分的概念是将数学、物理和

工程技术等问题高度抽象的结果，能精确求解“非均匀

分布总量”这一大类问题，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与其他众多领域中。下面将从曲边梯形的面积

入手讲解定积分的概念。

1. 曲边梯形面积

图 1　曲边梯形的分割

在图 1中，设 ( )=y f x [ , ]∈C a b ，（即为[ , ]a b 上的连续函

数），且 ( ) 0f x ≥ 。称由 ,x a= , 0a b y= = 与曲线 ( )y f x= 所围图

形为曲边梯形。要求此曲边梯形的面积，该怎么去做呢？

以下分四步进行解决此问题：

（1）分割：因为大的曲边梯形没法求，则可以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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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的思想，由于面积是可以分割的，所以我们在[ , ]a b 中

间插入 1n − 个分点（如图 1）：

0 1 2 1n na x x x x x b−= < < < < < = 。

此时可以将大的曲边梯形最终分割成 n 个小曲边梯

形。因此可以知道曲边梯形面积为 1 2= + nS S S S+ + ；

（2）近似：对于小曲边梯形 iS 进而将其近似为

1( )( )i i i iS f x xξ −≈ − ；

（3） 求 和： 由 于 每 个 小 曲 边 梯 形 面 积

的 近 似， 可 以 得 到 大 曲 边 梯 形 的 近 似 如 下：     

1
1 1

( )( )= ( )
n n

i i i i i
i i

S f x x f xξ ξ−
= =

≈ − ∆∑ ∑ ，其中 1=i i ix x x −∆ − ；

（4）取极限：当插入的点无限多，并且分的小

曲边梯形最终越来越细的时候引入 1
= max{ }ii n

xλ
≤ ≤

∆ ，所以

0 1
= lim ( )

n

i i
i

S f x
λ

ξ
→ =

∆∑ 。

2. 变速直线运动的位移

设物体沿直线运动，其速度 ( )v v t= 是时间区间 1 2[ , ]T T 上

的连续函数，且 ( ) 0v x ≥ 。计算 1 2[ , ]T T 时间内物体移动的位移。

以下仍然分四步进行解决：

（1）分割：在区间 1 2[ , ]T T 中间插入 1n − 个分点：

1 0 1 2 1 2n nT t t t t t T−= < < < < < = 。

因此总位移 1 2 ns s s s= + + + ；

（2）近似：对于小的位移 is 将其近似 1( )( )i i i is v t tτ −≈ −

；

（3）求和：由每个小位移的近似可以得到整体位移

的近似如下： 

1
1 1

( )( )= ( )
n n

i i i i i
i i

s v t t v tτ τ−
= =

≈ − ∆∑ ∑ ，其中 1=i i ix x x −∆ − ；

（4）取极限：和处理面积一样，引入 1
= max{ }ii n

tλ
≤ ≤

∆ ，则

0 1
lim ( )

n

i i
i

s v t
λ

τ
→ =

= ∆∑ 。

这种将大问题化成小问题的方法，是在实际生活之

中经常用到的方法，比如：吃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

步一步走，知识要一点一点的学。当 1
= max{ } 0ii n

xλ
≤ ≤

∆ → 时，

则每个小曲边梯形最终都会趋于一条直线。众所周知，

直线的面积是零，但经过无穷个直线的面积之和所形成

的曲边梯形面积，是一个确定的数字，最终雨滴汇聚成

海洋。在此就可以将思政元素：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进行

引入。当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变化。

对于学生来讲，每天都有进步，最终一周、一个月、一

学期、一年、四年……这样一直下去，我们最终就会离

我们的梦想越来越近，反之，就越来越远。让学生在学

习定积分的概念的时候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走好

每一步路。树立正确的“三观”。

3. 定积分的定义

定义 设函数 ( )f x 在闭区间[ , ]a b 上有界，首先在[ , ]a b 中

间插入 1n − 个分点

0 1 2 1n na x x x x x b−= < < < < < = ，

则可将区间[ , ]a b 分成 n个小区间

0 1 1 2 1[ , ],[ , ], ,[ , ]n nx x x x x x− ，

并且各小区间长度为

1 1 0 2 2 1 1= , , , n n n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于是在每个小区间 1[ , ]i ix x− 中任意取一个点 iξ ，做积

( )i if xξ ∆ ，再做和 1
( )

n

i i
i

f xξ
=

∆∑ ，记 1
= max{ }ii n

xλ
≤ ≤

∆ 。若不管对 [ , ]a b

怎样分法，也不管 iξ 如何取法，只要当 0λ → 时，和式的

极限都存在，称此极限为函数 ( )f x 在区间[ , ]a b 上的定积分，

记为 ( )
b

a
f x dx∫ 。

讲完此定义后，要让学生在将定义回归到两个引理

上，即：
2

1

( ) , ( )
b T

a T
S f x dx s v t dt= =∫ ∫ 。

此处可以加入思政元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抛开数

学和物理的背景，要将其实质抽象成一个数学模型考虑

问题，这样就可以解决一类问题。

二、矩阵乘法

矩阵在线性代数中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很

重要的数学工具，在矩阵上加入类似于数上的运算，是

很容易让人想到的一个问题，而矩阵乘法是矩阵运算中

最常见的运算之一，它能够简单地描述许多实际问题中

的各种复杂关系，并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

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矩

阵乘法与学生学过的数字或者函数乘法之间的差别很大，

使大一学生难以接受，很多学生只能机械地记忆矩阵的

乘法法则。为了使学生对矩阵乘法有一个具体和形象的

认识，在教学中结合交通运输矩阵的实例，进而帮助学

生掌握矩阵乘法。

1. 交 通 问 题 设 有 , ,P Q R 三 省， 它 们 的 城 市

1 2 3 1 2 3 1 2, , , , , , ,P P P Q Q Q R R 之间的联结情况 ( 不考虑省内交通 )

如图 2 所示，假设从 P 省到 R 省必须经过Q省，求 P 省各

城市到R省各城市的交通线路的条数。这是一个交通网络

问题，从图 2 可以观察得到： 1P到 1 2,R R 的交通线路分别为

1 条、1 条； 2P 到 1 2,R R 的交通线路分别为 1 条、0 条； 3P

到 1 2,R R 的交通线路分别为 1 条、0 条。利用矩阵来描述这

个问题，设 P 省到Q省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结可用有向图的

邻接矩阵 )ijP p=（ 表示，矩阵中的元素按如下规则定义：

P1

P2

P3

Q1

Q2

Q3

R1

R2

图 2　三省交通图

则可知

1 1 0
0 0 1
0 0 1

P
 
 =  
  

，类似可定义Q省到R省城



·232·

课程教学理念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市之间的邻接矩阵

1 0
) 0 1

1 0
ijQ q

 
 = =  
  

（

，P省到R省城市之间的

邻接矩阵

1 1
) 1 0

1 0
ijR r

 
 = =  
  

（

。观察发现这三个矩阵满足 R 中的

元素 ijr 等于 P 的第 i行元素乘以Q的第 j 列元素再求和。则

可以用以下乘法运算去记：
1 1 0 1 0 1 1
0 0 1 0 1 1 0
0 0 1 1 0 1 0

PQ R
    
    = = =    
         .

此处可以加入 2020 年中国铁路地图，从图中观察中

国高铁的发展，表明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名，建立学生

强烈民族自豪感，让学生为身为一名中国人而自豪，致

力于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激励学生为祖国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给出举矩阵乘法定义。

2. 矩阵乘法定义

将上述实例抽象矩阵乘法的定义． 

定义 设矩阵 ( ) , ( )ik m t kj t nA a B b× ×= = ，定义 ( )ij m nC c ×= 如下：

1 1 2 2
1

( 1, 2, , ; 1, 2, , )
t

ij ik kj i j i j it tj
k

c a b a b a b a b i m j n
=

= = + + + = =∑   ，

称C为矩阵 A与B的乘积，记做C AB= .

3. 矩阵乘法的计算

例 设
1 0 0 0

,
1 0 1 1

A B   
= =   

   ，求 AB BA， .

1 0 0 0 1 0+0 1 1 0+0 1 0 0
= =

1 0 1 1 1 0+0 1 1 0+0 1 0 0
AB

× × × ×      
=       × × × ×      ，

0 0 1 0 0 0+0 1 0 0+0 0 0 0
= =

1 1 1 0 1 1+1 1 1 0+1 0 1 0
BA

× × × ×      
=       × × × ×       .

注：（1）矩阵乘法不满足交换律，即在一般情况下

AB BA≠ .

（2）只有当左边矩阵的列数与右边矩阵的行数相同

时，两个矩阵才能相乘。如：
1

1 2 3 6
1

3 2 1 6
1

 
     =         

，

而
1 2 3 1
3 2 1 1

  
  
  不存在 ..

（3）由 AB=O 不能推出 A=O 或 B=O，换言之，非零矩

阵相乘的结果也可能是零矩阵，例1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

（4）矩阵乘法不满足消去律，即由 = ,AB AC A O≠ ，不

能推出B C= .

如：
1 1 1 1 2 2

, ,
1 1 1 1 2 2

A B C
− −     

= = =     − − − −     。
在矩阵乘法的定义中，由定义的要求和注 2 可以发

现，前一个矩阵的列数后一个矩阵的行数，否则无法相乘；

由例子可知，两个矩阵在可以相乘的情况下，乘积也不

一定相等；再由例子可知两个非零矩阵相乘可能也是零

矩阵；根据注 4 发现在数字中满足的消去律在矩阵乘法

下也失效了。这些都是和数字相乘是不一样的，所以此

处可以加入思政元素：不要用旧眼光看问题，新的事物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固步自封；并且由矩阵乘

法不具有交换律和消去律引出，任何事情都是有规范的，

我们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做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外的事

情，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三观”），

以辩证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固守思维，要用辩证的思维

审视新事物。

以上是我们从大学生基础课程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

课程中节选了两部分进行讨论，讲述了在这两个节段中

如何融入思政元素。在整个课程的讲授中，尽量要让学

生不仅学习知识，还要让学生在成才的路上走得更好，

讲授做人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成

为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

自己最大的努力。尤其是现在国际上新冠疫情非常严重，

在我国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疫情却控制得如此

之好，这是由于我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时刻听党指挥，

严防死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学生认真学习，这就

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我们要从各个角度发扬这种爱国

精神，以后我们会在课程的教学中继续创新，将以多样

的形式讲授课程，让学生爱学数学课，为学生的成才添

砖加瓦，为国家建设输出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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