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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是大学数学课程中最基础的几门课程中的两门.它们是大部分专业的公修课，对数
学各专业、师范类数学专业更具基础性和重要性.高等代数通常包括线性代数和少量多项式内容，解析
几何则主要是以代数方法研究直线、平面、曲线、曲面.线性代数和多项式也有广泛几何背景.作者多
年来从事这两门课程的合并教学.在实践基础上，5年前曾出版了《线性代数与几何引论》，在涵盖高
等代数与解析几何的标准内容的基础上，适当考虑了考研等需求，处理方式上也下了一番功夫，不足
之处主要是操作性差了一点：编排比较浓缩，讲述过于简练.在近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作者希望重
新编写一部学生比较容易阅读、教师比较容易使用的教材，本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本书内容比较丰
富，共12章，上、下册各6章.选取材料涵盖了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的标准内容，而且不论是正文还是
习题都有更广的适应性，如可作考研复习参考等.全书基本是板块式结构，有利于教学安排.第1，2章和
第8，9章是两个解析几何板块.前者基本是线性部分，也是线性代数的几何背景；后者是曲线曲面部分
，二次曲线曲面分类的关键步骤是主轴化，所以放在第7章二次型之后。
第3，4章和第5，6章是两个高等代数基础板块.前者是最基础的部分；后者是多项式、特征系和对角化
，特征系需要较多的多项式知识.第7章二次型，也是高等代数的基础板块.第10～12章则是数学专业的
线性代数板块.可见，第3，4，6章相当于一般理工科线性代数课程，加上第7章则可适应较高要求。
四个高等代数板块则构成数学专业高等代数两学期课程。
全书作为数学各专业、师范类数学专业教材，适合三学期课程：第1～4章（约90课时）、第5～9章（
约90课时）、第10～12章（约72课时），这个进度是与专业整体课程安排和谐共进的.考虑教学方便，
本书尽量设计为一个教材节可供一次课（两课时）讲授再辅以适当习题课时，标以＋的章节是可以不
讲授的内容.尽管编排带有板块性质，但从上面各板块的介绍已可看出各章之间思想内容的交叉、转换
融合.而且，章节材料的处理也尽量体现思想的转换融合和提炼，如最基础的第4章，以线性方程组为
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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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高等院校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课程的基本内容，既突出了线性代数作为各专业公共课程的
工具性和操作性，也反映了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多项式知识的思想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本
书在内容处理上力求翔实流畅、易学易教，本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包括空间向量、直线与平面、行列式、矩阵与向量、多项式、矩阵的特征系与相似对角化
等6章。
每节后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练习题，章后配备有综合性较强的习题。
上、下册均有符号说明、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并附有名词索引，便于阅读查找。
    本书为板块结构，遵循按需选取，本书既可作为数学各专业学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非数学专业
学生的教学用书，对其他课程的教师也具有参考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教程（上册）>>

书籍目录

前言符号说明第1章 空间向量  1.1 空间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1.2 向量的共线与共面  1.3 向量与坐标系  1.4 
内积  1.5 外积与混合积  1.6 外积的性质  第1章补充习题第2章 直线与平面  2.1 直线的方向  2.2 点线关系 
2.3 平面的法方向  2.4 点面关系  2.5 线面关系  第2章补充习题第3章 行列式  3.1 行列式的概念  3.2 行列式
的性质  3.3 行列式按行按列展开  3.4 克拉默定理  3.5 行列式的计算第4章 矩阵与向量  4.1 从线性方程组
到矩阵  4.2 矩阵运算  4.3 矩阵的幂矩阵转置  4.4 向量的线性关系  4.5 极大线性无关组  4.6 *的子空间  4.7 
初等变换  4.8 初等变换与行列式  4.9 矩阵的秩  4.10 逆矩阵  4.11 矩阵等价标准形  4.12 线性方程组：齐次
情形  4.13 线性方程组：非齐次情形  4.14 里昂捷夫经济模型十  第4章补充习题第5章 多项式  5.1 多项式
环  5.2 最大公因式  5.3 因式分解定理  5.4 多项式的根  第5章补充习题第6章 矩阵的特征系与相似对角化 
6.1 特征向量与相似对角化  6.2 特征根与相似对角化  6.3 凯莱一哈密顿定理  6.4 极小多项式与相似对角
化  6.5 矩阵相似三角化  6.6 列斯里群体模型t  第6章补充习题部分习题答案与提示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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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空间向量解析几何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空间的基本几何对象是点与向量。
在空间建立坐标系，点与向量就转化为坐标，几何对象和代数形式之间就有了自由地相互转换的桥梁
：几何问题有了代数表达，代数问题有了几何形象。
本章讨论空间向量及其运算，它们是讨论直线和平面的主要工具，也是线性代数的极好思想模型．恒
以*记所有实数的集合，*与实数轴上的点一一对应。
1.1空间向量及其线性运算物理学提供了空间向量的典型模型，如力、速度、加速度、力矩等。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也就是向量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来说，“作用点”这个要素是力和速度等物理向量在具体实现时的要素。
例如，如果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同，那么它们实际上就是相等的力，见图1.1.1，只是在这个力作
用在具体物体上时“作用点”这个要素才起作用．所以暂不考虑“作用点”这个要素。
因此，在解析几何中，称有大小、有方向的量为向量。
本书中，通常用小写希腊字母a，B等来标记向量，用像图1.1.1那样的有向线段来图示向量。
向量a的大小称为向量Q的绝对值，或称长度，或称模，记作*。
如果向量a与B大小相等、方向相同，则称为相等的向量，记作a=B。
三点说明：（1）如上所述，没有考虑物理中的物理向量具体作用时的“作用点”这个要素，所以我
们说的向量也称为自由向量。
注意，本书中的“向量”一词在没有特别说明时都是指这种自由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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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教程(上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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