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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线性代数》是应用型本科线性代数课程教材。
本书针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特点以及当前应用型本科线性代数的实际教学情况，围绕“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引领学生低起点切入，强化学生数学认知能力的培养，借助MATLAB软件提高学生
解决复杂运算的能力，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教学改革思路，遵循“在满足教
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理论的推导，注重解决问题的矩阵方法”的主导思想，强调基本概念
、基本方法和实际应用。

　　全书共分为6章，分别为矩阵、行列式与矩阵的秩、向量组与线性方程组、矩阵的特征值与二次
型、线性空间与线性变换、线性代数实验。
在主要概念上力求引入自然，其中矩阵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一直贯穿全书，并融入了
线性代数发展简史、线性代数实验的内容。

　　《“十二五”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线性代数》除了按节选配了较为丰富的基本习题外，作
为一章内容的总结，在每章后还精选了涉及各节相关内容的综合练习。
书后附有习题答案与提示，可供教师和学生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类、经管类各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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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855年矩阵代数引起了英国数学家凯莱（Arthur Cayley，1821-1895）的重视，凯莱
一般被公认为是矩阵论的创立者，因为他首先把矩阵作为一个独立的数学概念提了出来，并首先发表
了关于矩阵的一系列文章，凯莱在研究线性变换下的不变量理论时，首先引进矩阵以简化记号，1858
年，他发表了《矩阵论的研究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矩阵的理论，文中他定义了矩阵的相等、矩
阵的运算法则、矩阵的转置以及矩阵的逆等一系列基本概念，指出了矩阵加法的可交换性与可结合性
，另外，凯莱还给出了方阵的特征方程、特征根以及相关的一些基本结果。
 1855年，法国数学家埃尔米特（C.Hermite，1822-1901）证明了其他数学家发现的一类矩阵特征根的特
殊性质，即现称为埃尔米特矩阵的特征根性质，后来，德国的克莱布施（A.Clebsch，1831-1872）、布
克海姆（A.Buchheim）等证明了对称矩阵的特征根性质，泰伯（H.Taber）引入了矩阵的迹的概念，并
给出了一些有关的结论，德国数学家弗罗贝尼乌斯（G.Frobenius，1849-1917）对矩阵论的发展作出了
相当大的贡献，他引进了矩阵的秩、不变因子和初等因子、正交矩阵、矩阵的相似变换、合同矩阵等
概念，以合乎逻辑的形式整理了不变因子和初等因子的理论，并讨论了正交矩阵与合同矩阵的一些重
要性质，法国数学家若尔当（C.Jordan，1838-1922）研究了矩阵化为标准形的问题，1892年，梅茨勒
（H.Metzler）引进了矩阵的超越函数概念并将其写成矩阵的幂级数的形式，为了适应方程发展的需要
，法国数学家傅里叶（J.Fourier，1768-1830）、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特和法国数学家庞加莱（Jules
HenriPoincaré，1854-1912）在他们的著作中还讨论了无限阶矩阵问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线性代数>>

编辑推荐

《"十二五"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线性代数》可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类、经管类各专业的教材或教学
参考书，也可供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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