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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教过好多年的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这门

课是数学系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学好后继课程的基础。不过，多年教学的总体

感受是 ：高等代数给学生们制造的麻烦越来越大了。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初入大学时的确有种种不适应 ：经历了中学数年不太

正常的学习状态，绷得太紧的弦在高考后的长假中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再也紧

不起来了 ；大学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也比学习数学课程要轻松愉快得多，不

到最后一刻就想不起要交的作业 ；预习、复习也只是停留在口头，并不付诸实

践。长此以往，问题自然越积越多，最后看着到处都是疑问的书本，连问问题

都不知道从何问起，高考成绩给的那点自信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大概都

能算作高考后遗症，其原因不想在此探讨，毕竟这些主观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

学生自己去解决。当然，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兴趣问题。目前，数学似乎是个热

门专业，所以很多学生想进入数学系，但其中有多少是真正对数学有兴趣的就

不得而知了。这也是短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

抛开这些因素不谈，单纯从学业上来说，相比于中学数学，大学数学的内容

大幅度增加，上课节奏也显著加快，这的确会让大部分学生们无所适从，即使是

其中一些能保持中学学习状态的学生也非常吃力，常常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习却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事倍而功未半。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一些适当的引导应该是必

要的。这里仅就个人多年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一下学生们在高等代数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给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初学者提供一些可能有益的建议，或许可以

让他们少走弯路，从而得到有效的数学思维训练，能比较从容地应对今后难度越

来越大的课程，不至于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度过学业生涯。

主动与被动

要想学好高等代数（或许包括其他数学课），学生们需要主动去探索，但

是大多数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高等代数应该怎么学
朱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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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很多学生处于“等”

的状态。我经常会根据课程内容写下

相关的问题，给学生们几分钟思考。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学生们一直呆

呆地坐着。等了一两分钟以后，我问

他们有没有想法。他们以困惑的表情

给了回答。于是我提醒他们没有想法

为什么不动笔写一写呢？这时候他们

才如梦初醒，教室里随之响起了一片

嘈杂声——学生们在忙着翻书包找笔

和草稿纸。这可能是很多大学课堂上

的共同现象，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根

深蒂固的惰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会反复出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学生们

的遗忘速度是惊人的。我常常在屡次

强调某些常用但易混淆的概念或结论后跟学生们说 ：这个地方一定还会有很多

人犯错。很快，学生们就在课堂练习、课后作业或者考试中证明我的预言是对

的。实际上情况有可能更不乐观 ：上课时提问两三天前讲过的基本知识，很多

学生都已经没有印象了。这大概足以说明，学生们是在被动地听课或练习，并

没有主动地去探究一下。

为了及时解答学生的困惑，我会在上课时鼓励学生们提问题，不管这个问

题有多简单，毕竟初学者的反应可能会比较慢，学习新知识时在一些哪怕是很

容易的地方卡住也是可以理解的，及时问出来有助于他们迅速解决问题，顺畅

地理解后续内容，提高课堂效率。不过，大多数学生只想被动地接受，不愿意

提问题，大概是怕提出来的问题太幼稚而导致面子上过不去。于是课堂上常常

出现一个尴尬的情形 ：不管你问这个问题有哪些同学听懂了还是问有哪些同学

没听懂，结果都一样 ：几乎没人理睬。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会问问题，也有人很喜欢问问题。但是这些能主动提问

的学生们又普遍存在另一种被动的问题——缺乏主动思考的意识。课上讲过一

道题，详细写了解题的主要步骤。有个学生把解答整理了一下，课间来问我他

写的对不对。我问他 ：“你不能判断吗？”他说 ：“不能。”再问他哪一步不能

判断，他说不知道！很明显，他对这个解答没有把握，但他并没有去思考到底

问题出在哪，只是单纯地想知道对与错，然后可以记牢并依葫芦画瓢解答类似

问题。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知道

什么！这样的学生似乎很多，结果是他们并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灵活使用这些他

们曾经问过的结论，甚至可能很快忘掉，因为很多结论光靠死记硬背是记不住

的。所以，课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还是希望学生们能好好思考之后再问。在

努力思考后，大概可以知道不懂的地方具体在哪，这样解答起来可以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