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

13位ISBN编号：9787560634540

出版时间：2015-7-15

作者：任广千,谢聪,胡翠芳

页数：2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

内容概要

本书使用向量的概念对国内高校工科“线性代数”的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几何分析。从向量的几
何意义开始，分别讲述了向量组、向量空间、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和二次型的几何意义或几何
解释，其中不乏重要概念的物理意义的解释。这本书就像一串项梁，把上百个概念和定理的几何意义
串在一 起敬献给读者朋友。
本书文字多为作者原创，比如叉积的物理意义，克莱姆法则、雅可比矩阵、相似/合同矩阵、转置矩
阵/对偶、矩阵乘积的行列式等系列概念的几何意义等，应用方面如使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分析电子振荡
器的工作原理等。
本书图文并茂，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概念及定理解释得合理、自然，同时具有通俗性、科普性，由
于本书是直接根据线性代数课程的要求进行解释的，除了适合初学者和自学者使用之外，特别适合正
在学习或复习线性代数的大学生作为深入思考的辅导书籍使用。
一位数学人士这样评价本书：
以中国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大纲及主流教材为基本内容，较全面的收集、整理了包括引进教材、期刊、
网络论坛中的关于线性代数的几何意义、几何解释或物理意义，大量原创了未见发表的概念或定理新
的几何意义。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大的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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