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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渐
深入。本项目旨在通过建设 AIGC 辅助设计类课程教学实验基地，提升学生在设计领域的实训
能力，并推动产学合作。项目结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创新的教学模式，并通过与

多家企业合作，提供实践机会，培养具备 AI与设计融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项目的实施将推动
AI技术与设计教育的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设计人才培养提供新路径。本文为安徽财经
大学与港美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合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成果之一，应《产教融合

研究》邀请形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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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earch on theConstruction of anExperimental Base forAIGC-Assisted
Design Courses
Guofang ZHA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application of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in design education is deepening. This project aims to establish
an AIGC-assisted design course experimental base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in design and
promote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The project integrates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to creat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By collaborating with multiple enter-
prises, it provides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to cultivate highly skilled talents capable of combining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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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dri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technology with
design education, providing new paths for cultivating design talents in the AI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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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a Cooperation, Virtual Reality, Experimental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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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项目背景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AI）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2024
年 3月，教育部启动了“扩优提质年”专项行动，重点推动数字教育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
发展。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教与学的

融合度和效率，增强学生的数字教育素养和技能。

目前，中国的 AI产业尚处于探索阶段，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足。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地，有责任和义务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共同推动 AI人才的培养。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也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因此，A大学艺术学院提出了“AIGC辅助设计类课程教学实
验基地建设”的项目，旨在通过建立实践基地，提升学生的实训能力，为 AI行业输送更多的高
素质人才。

（二）项目基础

本项目是基于 A 大学艺术学院在艺术设计教育领域的长期积累和实践经验，同时结合当前
AI技术的快速发展趋势而提出的。学院一直致力于将传统艺术教育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院拥有一支具有丰富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教师队伍，已在省级和校级

项目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设计制图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设计制图线上课程的成功实施。这

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学院计划通过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引入，进一步丰富教学内容
和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能力。同时，学院将与多家企业合作，确保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

前沿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

二、项目特色

（一）创新的教学模式与丰富的实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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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统与现代教学方式：本项目将传统的实训教学模式与 AIGC 技术相结合，创建一个
全新的教学实验基地。通过 AIGC辅助设计类课程的实施，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传统的设计技能，
还可以学习如何利用 AI技术进行设计创作。此举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热情。

跨学科的综合学习：项目引入了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等新兴技术，推动了艺术设计

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具备更广阔的视野

和更强的竞争力。

（二）科技引领与虚实结合的实训环境

高科技实训设施：项目将配备最先进的计算设备和软件，包括高性能计算服务器、GPU服
务器等，确保实验室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还将部署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存储系统，确保数据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虚拟现实与 AI 的深度应用：项目将虚拟现实和 AI 技术深度应用于实训教学中，构建一个
具有感知性、沉浸性、交互性和智能性的实训环境。这种环境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还能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的设计理念和技术。

（三）立足学科优势，培养卓越人才

学科优势的充分利用：A大学艺术学院在艺术设计领域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本项目将充分
利用这一优势，引入虚拟现实、数据库和网络通讯等前沿技术，打造 AIGC辅助设计实训中心。
这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还能为相关专业的师生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和支持。

卓越人才的培养：项目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训和实践活

动，帮助学生掌握 AI和设计的最新技术和方法。项目还将为学生提供参与实际项目的机会，帮
助他们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他们在 AI设计领域的就业竞争力。
（四）助力教学改革与产学合作

推动教学改革：本项目将探索 AI辅助设计教学的新模式，为学校的教学改革提供宝贵的经
验和案例。这种新模式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还能帮助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实现创新。

加强产学合作：项目将与多家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和实施 AIGC辅助设计课程。这种合作不
仅能帮助学生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职业指导，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

三、项目建设目标

（一）满足人工智能设计课程的教学需求

建立高效的教学实验基地：通过建设 AIGC 辅助设计类课程教学实验基地，满足人工智能
相关课程的日常教学需求。基地将配备先进的软硬件设备，支持 AIGC 技术在设计类课程中的
应用，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实际的学习和操作环境。

支持设计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基地将为设计类课程提供一个综合的实践教学平台，使学生能

够在真实的环境中应用和测试他们的设计理念和技能。通过这一平台，学生可以更直观地理解

AI技术在设计中的应用，提升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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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人工智能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培养高素质 AI 设计人才：项目将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和实训活动，培养学生在 AI 与设
计领域的综合能力。目标是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强、能够胜任复杂设计任务的高

素质 AI设计人才。
支持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将为学生提供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鼓励和支持他们参与各类设计

竞赛和创新项目。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可以将他们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为未

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构建人工智能与设计教育的研究中心

推动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将设立人工智能与设计教育研究中心，专注于 AIGC 技术在设
计教育中的应用研究。该中心将成为学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创新中心，推动信息化技术特别是

AIGC+设计的研究。
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传播：通过研究中心的建立，学校可以将其在 AIGC 辅助设计教育

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分享给更多的教育机构和行业伙伴。项目还计划开发一系列教育资源和工具，

供学校其他专业和外部教育机构使用，促进 AI与设计教育资源的共享与传播。
（四）提升学校在 AI设计教育领域的影响力
申报一流课程和项目：基地将支持学校教师申报和开发一流课程，特别是与 AIGC 辅助设

计相关的课程。目标是通过高质量的教学和研究，提升学校在 AI设计教育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
构建校级 AI 辅助设计教学平台：项目的长期目标是将基地发展为全校性的 AI 辅助设计教

学平台，服务于学校所有专业的沉浸式教学和人工智能教学。这一平台不仅能为学校的教学和研

究提供支持，还能为学生的学习和实践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四、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一）项目建设内容

1. AIGC辅助设计教学实验基地建设
硬件设备配置：引进高性能计算服务器、GPU服务器等先进设备，确保实验基地具备强大

的计算能力。部署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存储系统，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软件工具开发与集成：结合人工智能背景，配置并开发适用于设计类课程的 AIGC工具，如
Mid Journey创意生图、Stable Diffusion图片生成技术等。集成 DALLE等最新的 AI设计工具，
提升学生的设计创造能力。

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建设：开发一系列虚拟仿真课程和案例，涵盖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等领域。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2. 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
AIGC辅助设计课程体系：制定 AI辅助设计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包括理论基础、工

具使用、实际案例分析等模块。课程将涵盖从基础知识到高级应用的各个层次，确保学生能够系

统掌握相关技能。

多学科融合与跨领域学习：整合艺术、科技、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

维和创新能力。设置跨学科选修课程，鼓励学生拓展视野，掌握更多领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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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学合作与实训项目开发
企业合作与实践项目：与多家 AI和设计相关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实训项目。通

过实际项目的参与，学生能够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需求。

创新创业支持：提供创新创业指导，帮助学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组织学生

参加国内外设计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提升他们的实际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项目实施路径

图 1: 项目实施路径

1. 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1）硬件设施配置
采购和安装：选购高性能计算服务器、GPU服务器等必要的硬件设备，并完成设备的安装

和调试工作，确保实验基地的技术能力满足 AIGC课程教学需求。
数据存储与管理：部署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存储系统，配备数据备份和安全措施，保障实

验数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2）软件平台集成方案
AIGC工具配置：集成Mid Journey、Stable Diffusion、DALLE等先进的 AI设计工具，构建

一个全面的设计工具平台，支持多种设计任务的执行。

虚拟仿真系统：开发和部署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应用，创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

真实感强的实训体验。

2.课程开发与教学资源建设
（1）课程体系设计
教学大纲制定：制定 AIGC 辅助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大纲，涵盖从基础知识到高级应用的各

个层次，确保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多学科融合：将艺术、科技、管理等多个学科知识融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

创新能力。

（2）教学资源开发
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教学视频、案例分析、在线课程教材等多媒体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学习材料。

虚拟仿真案例：设计和开发一系列虚拟仿真案例，涵盖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等领域，提供实践操作的模拟环境。

3.企业合作与实践项目
（1）产学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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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作拓展：与 AI和设计行业的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实践项目，提供真实
的行业案例和技术支持。

联合开发实训项目：基于企业实际需求，设计和实施实训项目，帮助学生将课堂知识应用于

实际问题解决。

（2）创新创业支持
学生项目孵化：支持学生团队开展创新创业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和资源支持，帮助学生将创

意转化为实际产品。

竞赛与展示平台：组织和支持学生参与各类设计竞赛和展示活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3.教学与项目评估
（1）过程监控与反馈
教学效果监控：通过定期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反馈，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确保课

程质量的持续提升。

项目进度跟踪：定期检查项目实施进度，确保各项任务按计划推进，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

题。

（2）成果展示与经验分享
成果展示活动：组织教学成果展示会，展示学生的设计作品和创新成果，分享成功案例和经

验。

经验总结与传播：撰写和发布项目实施总结报告，总结项目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项目提

供参考。

5.持续改进与未来发展
（1）长期发展规划
基地持续建设：根据项目实施的反馈和评估结果，不断改进和完善实验基地的设施和资源，

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

课程和平台扩展：探索 AIGC技术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扩大课程体系和平台的覆盖范围，
为更多学生提供学习和实践机会。

（2）合作网络扩展
拓展合作伙伴关系：扩大与更多高校和企业的合作，共同开发和推广 AIGC辅助设计教育，

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 AI设计人才。
五、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周期为一年，具体实施计划见表 1。

六、项目预期成果

（一）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创新

开发与实施新型课程：成功开发并实施基于 AIGC 技术的辅助设计类课程。课程将覆盖从
基础到高级的设计技能，结合最新的 AI技术，提供学生一个完整的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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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IGC赋能设计教育：实验基地建设与课程创新实施计划 

阶段 周期 建设内容 

第 一 阶

段：筹备

与 基 础

建设 

3 个月 

1. 硬件与软件建设方案。确定所需硬件设备（如高性能计算服务

器、GPU 服务器等）和软件工具的采购清单。

2. 课程大纲与教学资源的开发。组织专家团队制定 AIGC 辅助设计

课程的教学大纲。开发相关的教学资源，包括教学视频、案例分析、

课程教材和实训指南。

3. 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建设。开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应用，设计相

关的实训课程和案例。

第 二 阶

段：课程

开 发 与

实 验 教

学 

4 个月 

1. 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发布。整合开发的教学资源，并在在线教育平

台上发布。推广课程内容，邀请学生报名参加实验课程。

2. 实验课程的开设与运行。开设 AIGC 辅助设计课程，进行首次实

验教学。通过课程反馈，收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建议，并对课程进行

优化。

3. 企业合作与实践项目启动。与合作企业联合启动实训项目，提供

学生实际项目的参与机会。

第 三 阶

段：评估

与改进 

3 个月 

1. 项目评估与效果分析。对课程实施效果进行中期评估，分析学生

的学习成果和反馈。根据评估结果，对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实训资

源进行调整和改进。

2. 进一步发展与扩展。完善实验基地的设施，优化教学资源。计划

下一阶段的课程开发和推广策略。

3. 创新创业支持。组织学生参与国内外设计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

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第 四 阶

段：推广

与分享 

2 个月 

1. 成果展示与经验分享。组织教学成果展示会，展示项目的教学案

例和学生作品。分享项目的成功经验和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

2. 与更多高校和企业的合作。积极推广项目成果，吸引更多的高校

和企业参与合作。计划未来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扩展 AIGC 辅助设计

教育的应用范围。

3. 结项报告与未来规划。撰写项目结项报告，总结项目的实施情

况、成果和经验。制定未来的发展计划，探索 AIGC 技术在其他学科

中的应用。

{\centering\section *{六、项目预期成果}} 

（一）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创新

开发与实施新型课程：成功开发并实施基于 AIGC 技术的辅助设计类课程。课程将覆

盖从基础到高级的设计技能，结合最新的 AI 技术，提供学生一个完整的学习路径。 

探索并验证教学模式：通过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验证 AI 辅助设计教学模式的有效

性。这包括在课程中引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以及利用 AIGC 工具提升学生的

设计创造力和实践能力。 

探索并验证教学模式：通过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验证 AI辅助设计教学模式的有效性。这
包括在课程中引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以及利用 AIGC 工具提升学生的设计创造力
和实践能力。

（二）人才培养与职业发展支持

高素质 AI 设计人才培养：项目将培养一批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 AI 设计人才。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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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具备利用 AI工具进行设计的能力，能够在未来的职业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通过实际项目和竞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生将在项目中

获得实践经验，并有机会参与设计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展示和应用他们的学习成果。

（三）研究成果与学术贡献

研究报告与教学案例：撰写并发布一份关于 AI辅助设计教育的研究报告，详细描述项目实
施过程、成果和经验。同时，整理和发布典型的教学案例，为其他高校和教育机构提供参考。

学术论文与出版物：发表至少一篇关于 AIGC 辅助设计教育的学术论文，探讨这一领域的
教学创新和实践成果。通过学术交流，扩大项目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

（四）教育资源与工具的开发

教育资源包的开发：开发一套完整的教育资源包，包括教学视频、案例分析、课程教材和实

训指南。这些资源将帮助其他教育机构和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AIGC技术。
在线教育平台建设：建立一个在线教育平台，提供课程内容、教学资源和实践工具的访问。

这将为学生提供一个灵活的学习环境，支持他们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实践。

（五）学校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校级 AI 辅助设计教学平台的建立：成功建立一个服务全校的 AI 辅助设计教学平台，为各
专业提供沉浸式教学和人工智能教学支持。这将提升学校在 AI设计教育领域的声誉和影响力。

与企业和其他高校的合作：通过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建立与更多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关系。共

享资源和经验，共同推动 AI辅助设计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七、结语

本项目通过构建 AIGC 辅助设计类课程教学实验基地，深入探索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设
计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展示了 AI与设计领域的融合潜力。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设计
行业的专业人才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已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和行业对设计师的

要求。因此，本项目不仅响应了教育部数字化与智能化教育改革的号召，还通过结合 AIGC 技
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为设计类课程提供了更加创新、高效的教学手段。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学生能够在真实的仿真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掌握 AI设计工具的使用，
并通过与企业合作参与实际项目，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这种“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有

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更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学习兴趣。项目的多学科融合教学模

式也为高校的课程体系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有助于培养具备跨领域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设计人才。

此外，本项目的产学合作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接触行业前沿动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更好

地了解市场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通过与企业共同开发实训项目和课程资源，项目有效缩短了

高校教育与行业需求之间的差距，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项目注重创新创业

教育，鼓励学生通过参与设计竞赛和创新项目，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为社会提供有价值

的设计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项目将继续致力于提升教学资源的共享性和传播性，进一步扩大 AIGC 技术在
设计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实验基地将持续优化软硬件配置，完善课程体系，提升教学效果，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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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学生和教育机构提供服务。通过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项目也将为设计教育的创新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符合智能化时代需求的创新型设计人才。最终，本项目的成功实

施不仅将提升 A大学在 AI设计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还将为全国范围内设计类课程的改革与创新
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智能化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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