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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应用日
益广泛。本文探讨了 AIGC技术如何辅助艺术设计教学，旨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通过融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构建了创新的教学模式，并通过与企业合作，为学生

提供实践机会，培养兼具 AI技术与设计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研究表明，AIGC的应用为人工智
能时代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路径，促进了 AI技术与设计教育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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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Application 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Content (AIGC)
in Art Design Education
Changkui LI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 is increasingly being applied in art design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IGC technology assists in art design teaching,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
cal abilitie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By integrat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and augmented reality,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are constructed. Collaborations with enterprises
provide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possessing both AI technology and
design capabilities.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AIGC offers new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art design talents in the AI era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 technology with
desig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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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深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从工业制造到医疗健康，从金融服务到智能家居，AI
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拓展和深化，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也正逐

步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带来了教学方式和学习模式的革新与重塑。

传统的教育模式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灌输，缺乏对学生个性化需求和创造

力的充分关注。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教育正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

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辅助教师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

率，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反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艺术设计教学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凭借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成为教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艺术设计作为一门融合了
艺术与技术的学科，既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美学基础和创造力，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工

具。AIGC的出现，为艺术设计教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局限，赋予了
教学过程更多的可能性。

AIGC利用深度学习和生成模型，能够自动生成文本、图像、音频等多媒体内容。这一特性
为艺术设计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帮助教师更好地传递知识，激发学生的创意，提高教

学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利用 AIGC生成多样化的设计案例和素材，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不同风
格和流派的设计特点；学生也可以借助 AIGC工具，快速生成自己的设计作品，进行反复试验和
优化，提升实践能力。

然而，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技术的复杂性可能增加师
生的学习负担；生成内容的版权和伦理问题需要得到重视；教学模式和评估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

调整和创新。因此，有必要对 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深入分析
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旨在全面探讨 AIGC 如何辅助艺术设计教学。从 AIGC 的概念和技术基础入手，分析
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方法，探讨其对教学模式、师生角色和教学评估的影响，梳理其在

应用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最后展望 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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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

应用 AIGC，推动艺术设计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激发对
AIGC在教育领域应用的进一步探索。

图 1: 传统教学与 AIGC教学的区别

二、AIGC的概念与技术基础

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和生成模型，自动生成

各种形式的内容，包括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等。AIGC的核心理念在于赋予机器创造力，使
其能够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知识，生成新的、原创的、富有创造性的内容。

与传统的判别式模型不同，生成式模型关注数据的分布和特征，能够学习和模拟数据的内在

结构和规律。在训练过程中，生成式模型从大量的样本数据中学习数据的统计特性，然后根据这

些特性生成新的数据。这个过程类似于人类的创作活动，基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再创造和

创新。

近年来，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和计算能力的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了显著的进

展。特别是大型神经网络模型的出现，使得 AIGC 在内容生成的质量和多样性上达到了新的高
度。例如，OpenAI开发的 GPT系列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表现出色，能够生成连贯、富有
逻辑性的文本；在图像生成领域，生成对抗网络（GAN）等模型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图像和视
频内容。

AIGC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音频处理等多个领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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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处理方面，AIGC 可用于自动写作、对话生成、机器翻译等任务；在计算机视觉方面，
可用于图像生成、图像修复、风格迁移等；在音频处理方面，可用于音乐生成、语音合成等。

在教育领域，AIGC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它可以为教学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工具，辅助教师
准备教学材料，帮助学生进行实践和创作，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等。特别是在艺术设计教学中，

AIGC的内容生成能力能够为教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定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是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和生成模型，自动生成
各种形式内容的技术和方法。其核心理念在于赋予机器一定的创造力，使其能够基于已有的数据

和知识，生成新的、原创的、富有创造性的内容。

生成式模型不同于传统的判别式模型，后者主要用于分类和回归等任务，而生成式模型则关

注数据的生成过程。通过学习数据的分布和特征，生成式模型能够模拟数据的内在结构和规律。

在训练过程中，生成式模型从大量的样本数据中提取统计特性，然后根据这些特性生成新的数

据。

AIGC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深度学习技术，特别是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训
练，模型能够捕捉复杂的模式和特征，实现高质量的内容生成。

（二）AIGC的核心技术
AIGC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和生成模型，这些技术为 AIGC在各种应用

场景中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以下详细介绍其中的几项核心技术。

1. 生成对抗网络（GAN）
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由 Ian Goodfellow等人在 2014年

提出，是一种重要的生成模型。GAN由生成器（Generator）和判别器（Discriminator）两个部
分组成。生成器的目标是根据随机噪声生成逼真的数据，以欺骗判别器；判别器的目标是区分真

实数据和生成的数据。

在训练过程中，生成器和判别器相互对抗，形成动态博弈关系。生成器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成

能力，生成更接近真实的数据；判别器则不断增强辨别能力，更准确地区分真实数据和生成数

据。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到生成器生成的数据无法被判别器区分为止。

GAN 在图像生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 GAN，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人脸图像、风
景、物体等。此外，GAN还被应用于图像修复、超分辨率、风格迁移等任务。例如，利用 GAN，
可以将模糊的图像转换为高清图像，或将一张照片转换为特定艺术风格的绘画。

2. 变分自编码器（VAE）
变分自编码器（Variational Autoencoder，VAE）是一种概率生成模型，由Kingma和Welling

在 2013年提出。VAE的核心思想是学习数据的潜在分布，通过编码器将输入数据映射到潜在空
间，然后通过解码器从潜在空间重构数据。

与传统的自编码器不同，VAE 在编码过程中引入了概率分布的概念，将输入数据编码为潜
在空间中的概率分布参数（如均值和方差），而非一个确定的点。这样，在解码过程中，可以从

该概率分布中采样，生成新的数据。

VAE 在图像生成、文本生成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相比于 GAN，VAE 的训练过程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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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成的数据质量可能略逊于 GAN。VAE还可用于数据的降维和特征提取，帮助理解数据的内
在结构。

3. Transformer模型
Transformer模型由 Vaswani等人在 2017年提出，最初用于机器翻译任务。它采用基于注意

力机制的全新架构，摒弃了传统的循环神经网络（RNN）结构，大幅提高了训练效率和性能。
Transformer 模型的核心是自注意力机制（Self-Attention），能够捕捉序列中元素之间的全

局依赖关系。通过多头注意力机制，模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学习数据特征。

基于 Transformer架构的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例如，OpenAI的
GPT系列模型（如 GPT-2、GPT-3、GPT-4）在文本生成、问答系统、对话生成等任务中表现
出色。这些模型能够生成连贯、富有逻辑性的文本，甚至展现出一定的推理和常识能力。

在图像处理领域，Transformer也开始被广泛应用。例如，Vision Transformer（ViT）将Trans-
former应用于图像分类任务，取得了与卷积神经网络（CNN）相当甚至更优的性能。

4. 扩散模型
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是一类新兴的生成模型，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其基本思想

是通过定义一个逐步添加噪声的过程，将数据分布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然后学习逆过程，即从

噪声恢复数据。

在训练过程中，模型学习如何一步步去除噪声，恢复原始数据。这种逐步生成的方式带来了

更稳定的训练过程和更高质量的生成结果。

扩散模型在图像生成领域表现出优异性能。例如，去噪扩散概率模型（Denoising Diffusion
Probabilistic Models，DDPM）在图像生成质量上超过了 GAN，生成的图像更加逼真、细节丰
富。

5. 其他相关技术
除了上述核心技术，AIGC 的实现还依赖于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PyTorch 等）、

大规模数据集（如 ImageNet、COCO等）、高性能计算资源（如 GPU、TPU等）以及优化算
法（如 Adam、RMSprop等）。这些技术共同构成了 AIGC的技术基础，支持了其在各个领域的
成功应用。

6. AIGC技术的融合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AIGC技术的发展并非孤立进行，常常是多种技术的融合与创新。例如，GAN

和 VAE的结合形成了 VAE-GAN模型，兼具 VAE的稳定性和 GAN的高质量生成能力。Trans-
former 与 CNN 的结合也带来了新的模型架构，将注意力机制引入卷积网络，提升了图像处理
能力。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AIGC的能力也在持续提升。大型预训练模型的出现，使模型能够从
海量数据中学习知识，具备更强的生成和理解能力。这为 AIGC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提供
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技术应用
在深入了解 AIGC的核心技术后，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技术如何具体应用于艺术设计教学。
1. 图像生成与风格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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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AN和扩散模型，教师和学生可以生成各种风格的图像。学生可以通过输入草图，利
用模型生成完整的绘画作品；也可以通过风格迁移技术，将一张图像转换为特定艺术家的风格，

如梵高的《星空》风格。

这种技术应用有助于学生直观地理解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法，激发他们的创意。同时，学生

可以通过反复试验，探索多种设计方案，提升实践能力。

2. 设计辅助工具的应用
基于 AIGC的设计辅助工具（如Midjourney、DALL·E等）为学生提供了强大的创作平台。

学生可以通过简单的文本描述，生成相应的图像或设计方案。这不仅降低了设计的门槛，也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灵感来源。

例如，学生输入“未来城市的鸟瞰图”，模型即可生成相应的图像，供学生参考和进一步创

作。这种人机交互方式，促进了学生的创意思维和设计能力。

3. 个性化学习与反馈
AIGC技术可用于个性化教学。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作品特点，模型可以为每个学生

生成定制化的学习内容和练习题目。例如，针对学生在色彩运用上的薄弱环节，生成有针对性的

练习，帮助他们提高。

此外，AIGC可以提供即时的反馈和建议。学生上传自己的设计作品后，模型可以给出改进
建议，如色彩搭配、构图调整等，辅助学生进行优化。

4.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结合
结合 AIGC和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为艺术设计教学创造沉浸式的

学习环境。学生可以在虚拟的三维空间中进行设计和创作，体验更加真实的场景和效果。

例如，学生可以利用 AIGC 生成的三维模型，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建筑设计或室内设计的实
践。这不仅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也增强了实践效果。

5. 跨学科应用的拓展
AIGC技术还促进了艺术设计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例如，将音乐生成模型与视觉设计相结合，

探索声音与图像的关系；或者将自然语言处理与设计结合，进行文字与视觉的互动创作。这种跨

学科的应用，拓宽了艺术设计的边界，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通过对 AIGC的概念与技术基础的深入探讨，可以发现，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具有巨大
的潜力和应用价值。它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工具，促进了教学模式的创新，激发了学生的

创意和实践能力。

然而，技术的应用也需要谨慎和负责。我们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挑战，如技术门槛、伦理和

版权问题等，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AIGC的优势，推动艺术设计
教学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三、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潜力日
益凸显。AIGC为教学带来了全新的思路和工具，从多个方面提升了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以下将
详细探讨 AIGC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三大应用价值：提升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创意和提供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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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支持。

（一）提升教学效率

1.自动化教学素材生成
传统的艺术设计教学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准备教学材料，如搜集设计案例、制作

教学课件、编写练习题目等。这些工作不仅耗时，而且重复性高。AIGC的出现，为教学素材的
自动生成提供了可能。

通过 AIGC技术，教师可以快速生成大量高质量的教学素材。例如，利用图像生成模型，可
以生成不同风格和主题的设计作品，用于课堂展示和讨论。利用文本生成模型，可以自动生成设

计理论的教学大纲、笔记和练习题目。这种自动化的过程极大地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使他们能够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研究和学生指导中。

2.定制化教学内容生成
不同的教学场景和学生群体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学内容。AIGC能够根据特定的教学需求，快

速生成定制化的教学材料。例如，在介绍某一设计流派时，教师可以让 AIGC 生成该流派的代
表作品和风格分析；在讲解设计原理时，可以生成对应的示例和练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

这种定制化的能力，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灵活和贴合实际需求。教师无需从头开始准备每一份

材料，而是可以借助 AIGC快速生成和调整，提升了教学效率。
3.实时更新教学资源
艺术设计领域的趋势和技术变化迅速，教材和教学资源需要不断更新以保持前沿性。AIGC

可以根据最新的数据和信息，实时生成和更新教学资源。例如，针对当前流行的设计风格、技术

工具或市场需求，AIGC可以生成最新的案例分析、技术教程和市场报告。
这种实时更新的能力，确保了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实用性，使学生能够学习到最新的知识和

技能，保持与行业发展的同步。

4.辅助教学评估与反馈
AIGC 不仅能够生成教学素材，还可以辅助教学评估。通过分析学生的作品和学习数据，

AIGC可以生成评估报告，指出学生的优势和不足，提供改进建议。例如，针对学生的设计作品，
AIGC可以自动分析色彩搭配、构图比例、创新性等指标，帮助教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
这种辅助评估的方式，提高了评估的效率和准确性，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同时也为学生

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促进他们的进步。

（二）激发学生创意

1.提供多元化的设计参考
学生在学习艺术设计时，往往需要大量的参考作品来开拓视野和激发灵感。AIGC能够生成

多样化的设计作品，涵盖不同的风格、主题和文化背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

通过接触这些多元化的作品，学生可以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发现新的可能性。例如，AIGC
可以生成融合东方传统元素和西方现代风格的作品，启发学生进行跨文化的创意探索。

2.促进创意思维的培养
AIGC 不仅提供了参考，还可以作为学生创意思维的训练工具。学生可以与 AIGC 进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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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过调整输入参数或条件，观察生成结果的变化。这种试验和探索的过程，激发了学生的好

奇心和创造力。

例如，学生可以输入不同的关键词或草图，让 AIGC生成对应的设计方案。通过观察和比较
不同方案，学生可以理解设计要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培养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3.降低创作门槛
对于初学者而言，直接进行复杂的设计创作可能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压力。AIGC可以帮助学

生快速生成初步的设计草案，降低创作的门槛，增强他们的信心。

学生可以在 AIGC 生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逐步形成自己的作品。这种方式既保留
了学生的主体性，又提供了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进入创作状态。

4.鼓励实验与创新
AIGC的强大生成能力，使得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尝试大量的设计方案。这鼓励了学生进行

实验和创新，探索不同的设计思路。

例如，学生可以尝试将不同的元素或风格进行融合，观察 AIGC生成的结果。这种开放性的
探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验精神。

（三）个性化教学支持

1.适应不同学习风格
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兴趣各不相同。AIGC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生成适合他们的教

学内容和练习。

例如，对于视觉型学习者，AIGC可以生成更多的图像和视觉材料；对于文字型学习者，则
可以提供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分析。这种个性化的支持，提升了学习的效果和满意度。

2.实时反馈与指导
AIGC可以实时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表现，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
例如，当学生在练习中遇到困难时，AIGC可以提供提示或示范；当学生完成作品后，AIGC

可以给出评价和改进建议。这种实时的互动，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巩固所学知识。

3.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
AIGC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进度，为他们规划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例如，针对某个技能点掌握不足的学生，AIGC可以安排相关的练习和复习内容；对于进度

较快的学生，则可以提供更高难度的挑战。这种差异化的教学支持，满足了不同学生的需求，促

进了他们的个性化发展。

4.心理支持与动机提升
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情绪和动机对学习效果有重要影响。AIGC可以通过友好的互动和鼓励，

提供心理支持，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例如，AIGC可以在学生完成任务后给予积极的反馈，认可他们的努力和进步；当学生遇到
挫折时，给予鼓励和建议。这种人性化的支持，帮助学生保持积极的心态，持续投入学习。

四、AIGC辅助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价值，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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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IGC用于艺术设计教学示意图

以下将详细探讨 AIGC 在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创新、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案例，以及学生作品的生
成与优化等方面的实践方法和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丰富与创新

AIGC为艺术设计教学内容的丰富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途径。通过利用 AIGC技术，教师可
以突破传统教学资源的局限，创造更加多样化和动态化的教学内容。

首先，案例库的构建是教学内容丰富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案例库主要依赖于教师的个人积累

和收集，可能存在更新不及时、覆盖面有限等问题，无法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利用 AIGC，
教师可以快速生成大量的设计案例，涵盖不同的风格、主题和技术。这些生成的案例可以根据教

学需要进行筛选和分类，构建一个丰富而动态的案例库。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确定需

要的案例主题和风格，利用 AIGC工具输入相关的关键词和风格参数，让 AIGC生成大量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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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品。随后，从生成的作品中筛选出高质量、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整理和分类，最终应用于

课堂教学、讨论和练习中。

这种方法的效果和优势显而易见。首先是丰富性，案例库的数量和多样性得到极大提升，能

够满足不同课程和教学环节的需求。其次是时效性，AIGC能够快速生成最新的案例，反映当前
的设计趋势和行业动态。再次是个性化，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需求，定制化生成案例，满足

个性化教学的要求。

其次，AIGC可以用于生成动态教材，解决传统静态教材的局限性。传统教材内容固定，更
新周期长，难以及时反映最新的技术和趋势，可能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行业发展脱节。AIGC可
以根据最新的设计趋势和技术，实时生成和更新教学材料。教师可以借助 AIGC 生成最新的案
例分析、技术教程、市场调研报告等，保持教材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在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课程需求，确定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教材内容，利用 AIGC从互联网
上收集最新的行业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让 AIGC生成对应的教材内容，包括文
字、图像、表格等。教师对生成的内容进行审阅和修改，确保准确性和适用性，最后将动态教材

应用于课堂教学，或作为学生的参考资料。

这种动态教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前沿性，教材内容与行业发展同步，保持最新；灵活性，根

据教学需要，灵活调整和更新内容；互动性，学生可以参与到教材内容的生成和更新中，增强学

习的参与感和主动性。

（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案例

在实践教学中，AIGC为学生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平台，支持他们进行创造性实践和探索。
首先，AIGC驱动的设计辅助工具，如Midjourney、DALL·E等，为学生提供了全新的创

作方式。传统的设计工具功能相对固定，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才能熟练使用，学习曲线

较陡。而 AIGC 设计工具允许学生通过简单的文本描述或草图输入，快速生成设计方案。教师
可以向学生介绍这些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他们选择设计主题，输入关键词或草图，利用

AIGC生成设计方案。然后，学生和教师一起评估生成的作品，讨论优点和不足，进行修改和完
善，最后展示作品，分享创作过程和心得体会。

这种实践的优势在于降低创作门槛，学生无需掌握复杂的技术即可进行创作；加速创作过

程，快速生成初步设计方案，节省时间；激发创意，生成的方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意，启发

学生思考。

其次，AIGC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结合，为实践教学提供了沉浸式
的体验。传统实践教学通常受到资源和环境的限制，无法全面模拟真实的设计场景，影响学习效

果。通过 AIGC生成虚拟环境和交互内容，学生可以使用 VR/AR设备，进入虚拟场景进行设计
和交互。例如，教师根据教学目标，设定需要模拟的虚拟场景，如建筑空间、产品展示等，利用

AIGC生成场景中的元素，如模型、纹理、交互内容等。学生在虚拟场景中进行体验和设计，随
后分享体验感受，教师给予指导和建议。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提供接近真实的设计环境，增强学习体验；增强交互性，学生可以在虚

拟场景中进行交互，深化理解；具有拓展性，可以模拟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场景和设计，拓宽学生

的视野。

35



产教融合研究 第 6卷第 6期

（三）学生作品的生成与优化

AIGC在学生作品的生成与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首先，针对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思路匮乏或技术困难，AIGC可以辅助创作。AIGC

根据学生的初步构想或输入，自动生成设计作品的初稿，供学生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学生提供设

计主题、关键词、草图或初步想法，利用 AIGC生成对应的设计作品，然后对生成的作品进行评
估，确定需要修改的部分，反复利用 AIGC和手动调整，逐步完善作品。
这种辅助创作的优势在于提高效率，加快创作速度，减少技术障碍的影响；启发思路，生成

的作品可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提升质量，结合 AIGC的技术优势，优化作品的细节和效果。
其次，在作品优化与改进方面，AIGC 可以提供专业的优化建议。学生在作品优化过程中，

可能缺乏专业的指导和反馈，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AIGC可以分析学生的作品，识别其中
的不足之处，提供具体的改进建议。例如，在色彩搭配、构图比例、字体选择等方面，给出专业

的意见。学生将自己的设计作品上传至 AIGC平台，AIGC对作品进行自动分析，生成详细的改
进建议和示例。学生根据建议，对作品进行修改和优化，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满意为止。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提供专业水准的建议，提升作品质量；即时获得反馈，缩短改进周期；

在优化过程中，学生也学习到专业知识和技巧，提升自身的能力。

最后，AIGC可以促进创意合作与共享。艺术设计强调团队合作和创意共享，AIGC可以作
为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协作的平台，促进共同创作和交流。通过建立基于 AIGC 的创意共享平
台，师生都可以上传和分享作品，学生可以基于他人的作品，利用 AIGC进行再创作或改进。师
生之间进行讨论，分享观点和建议，共同完成的作品进行展示和评价。

这种协作创作的优势在于促进交流，增强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激发灵感，从他人

的作品中获得灵感，激发创意；培养合作精神，在协作中学习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

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带来了全新的变化。通
过提升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创意和提供个性化教学支持，AIGC助力艺术设计教学迈向新的高度。
在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需要积极探索和应用 AIGC技术，结合实际教学需求，创造性地开展教学
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 AIGC的优势，推动艺术设计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五、AIGC对艺术设计教学的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引入，对艺术设计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教学
模式和师生角色，还推动了教学评估的创新。这些变化为艺术设计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需要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和积极应对。

（一）教学模式的变革

AIGC技术的应用，促使艺术设计教学模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教学主
体的转移、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等方面。

首先，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主

要传递者，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然而，AIGC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学生可以
自主探索和学习。例如，他们可以利用 AIGC工具生成自己的设计作品，进行反复试验和改进。
这种自主学习的过程，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感，使他们在学习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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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调整，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引导者和协助者。教师需要为学生提

供学习方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鼓励他们的创造力。这种角色的转变，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和交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

其次，教学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AIGC的技术特性，使得教学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线上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 AIGC生成的教学材料，如动态
的视觉效果或交互式的内容，提升教学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随时随地获

取教学资源，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交流。线下教学则更加注重实践和体验，学生可以将线上学

习的成果应用于实际的创作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丰富了教学

手段，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了教学效果。

此外，项目式教学和个性化教学在 AIGC 的支持下得到广泛应用。教师可以设计基于真实
项目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这种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

的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个性化教学则通过 AIGC 为每个学生定制
教学内容，根据他们的兴趣、能力和学习进度，提供差异化的指导。这样，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

节奏学习，深入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

最后，教学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得到促进。AIGC的应用使得教学资源可以更加便捷地被创造、
分享和获取。教师和学生可以在共享平台上发布和获取教学材料、作品和经验，形成一个协作的

学习社区。这种资源共享的方式，扩大了教学的影响力，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同时，不同学校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更加频繁。通过网络平台，教师和学生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同行进行互动，分享

教学资源和成果，开展联合项目。这种合作拓展了教学的视野，提升了教学水平，为艺术设计教

育带来了新的活力。

（二）师生角色的转变

AIGC的引入，不仅改变了教学模式，还引发了师生角色的深刻转变。
对于教师而言，他们的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在 AIGC 的教学

环境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而是需要引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利用 AIGC工具，激发他们
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了解 AIGC的原理和应用，才能有效地指
导学生。这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和教学方法，提高专业素养。同时，教师的情感支持和人

文关怀也显得尤为重要。在技术驱动的教学环境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给予鼓励和

支持，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例如，教师可以通过个别辅导、及时反馈等方式，帮助学生

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角色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者，转变为主动探索和创造的实践者。

AIGC的应用使学生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工具，进行自主学习，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创造独特的
作品。他们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也是创新的实践者。学生可以在 AIGC的支持下，将自己的想
法转化为实际的作品，参与到创造性的活动中。例如，学生可以利用 AIGC生成新的设计元素，
结合自身的创意，完成具有个性化的作品。这种角色的转变，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

同时，AIGC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共享。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分享作品，交流经验，协同
完成项目。这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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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团队工作。例如，在一个项目式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可以分组合作，利用 AIGC共同完成一个
复杂的设计任务，过程中彼此交流想法，解决问题，提升了合作意识和能力。

（三）教学评估的创新

AIGC的应用也推动了教学评估方式的创新，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
首先，评估内容变得更加多维度化。传统的教学评估往往侧重于最终的结果，如考试成绩或

作品质量，忽视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综合能力。AIGC的应用使得评估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学生
的学习过程和作品质量。例如，教师可以记录学生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和尝试，评估他们的创新

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学习态度。教学评估可以引入更多的指标，如创意性、技术应用、合作能

力等，形成一个全面的评估体系。这种多维度的评估，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

其次，评估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AIGC平台支持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学生可以
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发现不足之处；也可以评价他人的作品，学习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评

估方式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性，促进了他们的自我发展和相互学习。AIGC能够实时分析学生的作
品，提供即时的反馈和建议。这样的即时评估，有助于学生及时调整和改进，提高学习效果。例

如，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作品，提供技术层面的改进建议，或在创意方面给予启发，帮助学生不

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此外，通过 AIGC生成的虚拟情境，教师可以设计情境化的评估任务，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
的环境中展示能力。这种评估方式更加贴近实际，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例如，教师可以创建一

个虚拟的设计项目环境，要求学生完成特定的任务，评估他们在实际情境中的表现。这不仅考察

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检验了他们的应变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最后，评估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得到提升。AIGC可以记录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为评估提
供客观的依据。这提高了评估的透明度，减少了主观偏差。评估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目标

和进度，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这种个性化的评估方式，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了他们的个

性化发展。例如，对于不同基础的学生，评估标准可以有所区别，关注他们的进步和努力程度，

激励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综上所述，AIGC对艺术设计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变革，促进了师
生角色的转变，推动了教学评估的创新。这些变化为艺术设计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提出了

新的挑战。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积极应对，充分利用 AIGC的优势，促进艺术设计教育的
创新与发展，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艺术设计人才贡献力量。

六、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挑战与对策

虽然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但其应用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涉及技术、伦理、师资、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需要教育机构和教师积极应

对，制定相应的对策，以充分发挥 AIGC的优势，促进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
（一）技术门槛与适应性

1. 挑战
首先，AIGC技术的复杂性对师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AIGC涉及深度学习、生成对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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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GAN）、Transformer模型等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这些技术的原理复杂，包含大量的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知识。对于缺乏相关背景的教师和学生来说，理解和掌握这些技术具有一定的难度。

这种技术复杂性可能导致教师无法有效地将 AIGC 融入教学，学生也可能因为技术障碍而无法
充分利用 AIGC工具。

其次，设备和资源的要求也是一大挑战。运行 AIGC 模型通常需要高性能的计算设备，如
GPU或 TPU，以及专业的软件环境，如 PyTorch或 TensorFlow。这对于一些学校，特别是资
源相对匮乏的教育机构来说，可能存在设备不足、资金限制的问题。此外，学生在家中可能也无

法获得足够的计算资源，限制了他们对 AIGC的实践和探索。
再次，学习曲线的陡峭性使得师生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适应新技术。对于年龄较大

的教师，他们可能对新技术的接受度较低，学习新工具可能感到困难。对于缺乏技术基础的学生，

AIGC工具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学习兴趣的下降，影响教学效果。
2. 对策
为了解决技术门槛与适应性的问题，首先需要加强师资培训。学校应组织针对 AIGC技术的

专业培训，邀请人工智能和艺术设计领域的专家，系统地讲解 AIGC的基本原理、工具使用和教
学应用方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提高教师对 AIGC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
建立教师学习社区，鼓励教师之间分享经验和资源，开展定期的研讨会和交流活动，促进教师对

AIGC技术的持续掌握和更新。
其次，提供技术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应建立专门的技术支持团队，包括 IT人员和人

工智能专业人员，协助教师和学生解决技术问题，提供日常的技术咨询和维护服务。在选择和开

发 AIGC工具时，应注重工具的易用性和界面设计，选择用户友好的软件，降低使用门槛，使非
技术专业的用户也能方便地使用。

此外，资源投入是关键。学校应加大对计算设备和网络环境的投入，配置高性能的计算机、

服务器和网络设备，满足 AIGC应用的硬件需求。可以通过申请科研项目、与企业合作等方式，
获得资金和设备支持。建立云计算平台或资源共享机制，让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访问高性能

计算资源，降低设备成本，提供灵活的计算能力。

最后，教学内容的调整也是解决技术适应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逐步引入 AIGC技
术，从简单的应用开始，例如使用预训练模型进行图像生成，逐渐深入到自定义模型的训练和优

化。通过分阶段的教学，使学生和教师逐步适应 AIGC技术。通过具体的应用案例，如艺术作品
的生成、设计方案的优化，帮助师生理解 AIGC的实际价值和操作方法，提升学习兴趣，增强理
解。

（二）道德与版权问题

1. 挑战
AIGC生成的内容，其版权归属存在争议。由于 AIGC模型是基于大量的训练数据，这些数

据可能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学生利用 AIGC生成的作品，在提交作业、发表作品时，如何界
定其原创性和版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涉及到对 AIGC生成内容的法律认定，以及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

此外，AIGC 可能被用于生成不适当、侵权或违法的内容，例如色情、暴力、仇恨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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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教师在使用 AIGC时，可能无意间生成这些内容，导致道德和法律风险。此外，过度依赖
AIGC可能削弱学生的创作能力，影响艺术教育的初衷。

2. 对策
为了解决道德与版权问题，首先需要制定使用规范和政策。学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规定

AIGC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和使用方式，可以规定 AIGC 生成的作品应视为学生与模型共同创
作，或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版权归属。这样可以保护各方的权益，避免版权纠纷。同时，强调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利用 AIGC生成侵犯版权或违法的内容。学校应制定 AIGC使用的道德
规范和行为准则，明确禁止的行为和内容。

培养学生的版权意识也是重要的措施。在教学中，增加关于版权、知识产权和道德规范的教

育内容。讲解相关法律法规，讨论版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通过讨论实际案例，

例如著名的版权纠纷或道德争议，帮助学生理解版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如何

合法、道德地使用 AIGC技术。
技术防范措施也不可忽视。在 AIGC工具中，加入内容过滤和审查机制，防止生成不适当的

内容。例如，利用内容检测算法，自动识别并屏蔽敏感内容。对 AIGC工具的使用进行监控和管
理，记录用户的使用日志，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确保 AIGC 的使用在可控和合规的范围
内。

此外，成立专门的伦理委员会也是必要的。该委员会应由法律专家、伦理学者、技术专家等

组成，负责制定伦理规范，指导和监督 AIGC的应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咨询和支持。对 AIGC
的应用进行定期评估，审查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和完善伦理和版权

政策，确保其与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保持一致。

（三）教师专业素养提升

1. 挑战
AIGC技术发展迅速，新模型、新算法不断涌现。教师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才能

有效地指导学生。这给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教学任务繁重的教师，可能难以抽出

时间进行系统学习。传统的教学方法可能不再适用，教师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例如项

目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如何将 AIGC技术有效地融入教学，设计适合的教学活动，提升教学效
果，是一个新的挑战。

2. 对策
为了解决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问题，首先需要提供持续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学校应制定教师

专业发展的长期计划，明确 AIGC技术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提供专项经费和时间，支持教师参加
培训和进修。通过组织专题研讨、工作坊等形式，为教师提供深入学习 AIGC技术的平台。鼓励
教师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和工作坊，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交流，

拓展视野，提升专业水平。

教学研究的支持也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手段。学校应支持教师申报和参与与 AIGC
相关的科研项目，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鼓励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研能力。鼓励教师进行

教学改革和创新，设立教学改革基金，支持教师开发新的课程、教学方法和教材，将 AIGC技术
融入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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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合作与共享可以促进教师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学校应组建跨学科的教学团队，汇集

人工智能、艺术设计、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促进知识的交叉融

合。建立教师资源共享平台，分享教学资料、经验和成果，通过在线平台，教师可以方便地获取

最新的教学资源，互相学习和借鉴。

此外，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也是必要的。教学改革和专业发展可能给教师带来压力，学校应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辅导。通过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定期组织心理健康讲座，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教师缓解压力，提升心理素质。通过团队建设活动，如集体培训、文化活动等，增强教师之

间的凝聚力，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氛围。

对在 AIGC 教学中表现优秀的教师，学校应给予表彰和奖励，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可以设立“教学创新奖”“优秀课程奖”等荣誉，认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努力和成果。这

不仅能够提升教师的职业成就感，还能树立榜样，带动更多教师投入到 AIGC教学的探索中。
综上所述，AIGC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虽然面临着技术、伦理、师资等多方面的挑战，

但通过加强师资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制定规范政策、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等对策，可以有效地应

对这些挑战。教育机构和教师需要积极行动，充分利用 AIGC的优势，推动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
与发展，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艺术设计人才贡献力量。

七、未来展望

随着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其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将变
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展望未来，AIGC将促进跨学科的融合、人机协同的创新，以及智能化教学
生态系统的构建，为艺术设计教育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跨学科融合

1. 多学科知识的融合
未来的艺术设计教育将更加注重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培养具有跨领域思维和综合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AIGC作为技术与艺术的交汇点，提供了这一融合的可能性。
首先，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将成为趋势。艺术设计不再仅限于传统的美学和创意表达，而是需

要融入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技术元素。这种融合要求学生既具备艺术设计的基础，

又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能够在创作中灵活运用 AIGC工具。例如，学生需要了解机器学习的基
本原理，理解如何训练和优化生成模型，以实现特定的设计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课程设置的调整至关重要。学校应当开设跨学科的课程，如“人工智能与

艺术设计”、“数据可视化与创意设计”、“人机交互设计”等。这些课程将帮助学生掌握不同领域

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能力。此外，鼓励学生选修计算机、心理学、社会学等相

关学科的课程，拓展知识面，增强综合素质。

2. 跨学科合作
跨学科的合作不仅体现在知识的融合上，还需要在教学和研究中付诸实践。

首先，教师团队的多元化是推动跨学科合作的关键。学校可以组建由艺术、计算机科学、心

理学、工程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共同开发和实施教学项目。这种多元化的

团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例如，在一个关于 AIG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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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计算机专业的教师可以讲解算法原理，艺术设计的教师可以指导美学表达，心理学的教

师可以探讨用户体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其次，学生项目的跨界合作也是培养跨学科能力的重要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跨学科的项目，

结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开展创新性的设计和研究。例如，将生物学与设计相结合，探索自然界的

形态与结构在设计中的应用，或者将社会学与设计结合，关注社会问题和用户需求，设计具有社

会价值的作品。通过跨界合作，学生能够拓展视野，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综

合素质。

（二）人机协同创新

随着 AIGC技术的发展，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将成为艺术设计领域的重要趋势。
1. 人机共创的模式
未来的艺术设计将更加体现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AIGC将作为创意的助推器，辅助人类进

行设计和创新，而非替代者。

首先，AIGC作为创意助推器，可以为设计师提供灵感和素材。通过 AIGC，设计师能够快
速生成大量的设计方案，从中获取灵感，选择最佳的创意方向。例如，在产品设计中，设计师可

以利用 AIGC生成不同风格的草图，快速迭代设计思路。
其次，发挥人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在人机协同的模式中，人类的创造力、审美判断和情感

表达仍然是核心。设计师需要在 AIGC生成的内容基础上，进行选择、修改和完善，赋予作品独
特的价值和意义。人机协同的模式，融合了人类的创造力和机器的计算力，实现了效率和质量的

双提升。

2. 人机互动的提升
为了实现高效的人机协同创新，提升人机互动的体验是关键。

首先，交互界面的优化将成为 AIGC 工具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的 AIGC 工具将更加注重
人机交互界面的友好性和直观性，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手势识别、语音交互等先进技术，降低用

户的学习门槛，提升用户体验。例如，设计师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或简单的手势，与 AIGC工具进
行交互，实时生成和调整设计方案。

其次，情感计算的应用将赋予 AIGC工具更强的个性化支持能力。通过引入情感计算技术，
AIGC能够理解和响应用户的情感和意图，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支持。例如，AIGC可以
根据设计师的情感状态，推荐适合的色彩和风格，或者在用户遇到瓶颈时，提供激励和鼓励，增

强创作的愉悦感。

（三）教学生态系统的构建

为了充分发挥 AIGC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潜力，需要构建一个智能化、开放性的教学生态
系统。

1. 智能化教学平台
构建以 AIGC为核心的智能教学平台，是实现教学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基础。
首先，集成化的教学平台将整合教学资源、工具和服务，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一站式的支持。

该平台可以包含课程管理、资源共享、在线创作、互动交流等功能，利用 AIGC技术，实现教学
内容的动态生成和个性化推荐。例如，平台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水平，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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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工具，帮助他们高效学习和创作。

其次，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将优化教学策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平台可以分析教

学和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行为和需求，为教学决策提供支持。例如，教师可以根据数据分

析结果，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针对性地辅导学生，提高教学效果。

2. 开放的教学生态
构建开放的教学生态系统，促进资源共享和协作，共同推动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

首先，资源共享与协作是开放教学生态的核心。学校、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可以建立合作关

系，共享教学资源、技术成果和行业经验。例如，学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引入实际项目和案例，

丰富教学内容；企业可以从学校获取人才和科研支持，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国际化的合作将拓展教育的国际视野。加强与国外教育机构和企业的联系，开展联合

项目、师生交流和学术研讨等活动，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技术，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

3. 终身学习的支持
在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下，支持终身学习，满足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持续的教育服务需要纳入教学生态系统。学校应当为毕业生和社会人士提供持续的教

育和培训服务，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保持竞争力。例如，开设在线课程、工作坊、研讨会等，

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

其次，学习社区的构建可以促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和协作。通过在线平台，学习者可以分享

经验、讨论问题、合作项目，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例如，建立校友网络、专业兴趣小

组等，增强学习者的归属感和参与度。

综上所述，AIGC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未来应用，充满了机遇和挑战。跨学科融合将培养具
备多元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人机协同创新将提升创作效率和质量；智能化教学生态系统的构

建，将为教学提供全面的支持。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探索，紧跟技术发展趋势，充分利用 AIGC
的优势，推动艺术设计教育的持续创新与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艺术

设计人才。

八、结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应用，为艺术设计教学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它提升了教学效
率，激发了学生的创意，促进了教学模式的变革和师生角色的转变。同时，AIGC也推动了教学
评估的创新，使评估更加全面和客观。

然而，AIGC在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门槛、道德与版权问题、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等挑战。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对策，加强师资培训，制定使用规范，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确保 AIGC的有效和可持续应用。
展望未来，AIGC 将在艺术设计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跨学科融合、人机协同创新、

智能化教学生态系统的构建，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需要抓住机遇，积极探索和实践，

推动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总之，AIGC作为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为艺术设计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充分利用
AIGC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谨慎，关注技术带来的挑战，采取积极的对策，确保其应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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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创新，培养出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责任编辑：王小冬 wtocom@gmail.com〕

作者简介 李昌奎，男，1975年 9月出生，山东寿光人，开元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社会科
学理论与实践》主编。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兴工路 8 号美年国际广场 2 栋 930。研
究方向：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国际贸易、反倾销等。电子信箱：lichangkui@gmail.com，https:
//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参考文献

1. Lin, Y., & Liu, H. (2024, June).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Driven
Graphic Design Tools on Creative Thinking of Design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pp. 258-272). Cham: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2. Ye, C., Ganbat, T., & Xu, L. (2023).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AI technology in new media art. Highlight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68, 313-319.

3. Wang, S. F., & Chen, C. C. (2024). Exploring designer trus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TAM/TPB model study. Applied Sciences, 14(16), 6902.

4. Yin, H., Zhang, Z., & Liu, Y. (2023). The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the midjourn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tool into design systems to direct designers towards future-oriented
innovation. Systems, 11(12), 566.

5. Ballardini, R. M., He, K., & Roos, T. (2019). AI-generated content: authorship and inventorship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nline Distribution of Content in the EU (pp. 117-135).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6. Raos, R. (202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an Aesthetic Examination of Computer-
generated Art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ijeka.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7. Aktay, S. (2022). The usability of images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Journal, 6(2), 51-62.

8. Chen, W., Shidujaman, M., Jin, J., & Ahmed, S. U. (2020).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create
interactive ar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CI International 2020�Late Breaking Papers: Cognition,
Learning and Games: 22nd HC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CII 2020, Copenhagen, Denmark, July 19�
24, 2020, Proceedings 22 (pp. 13-31).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44

https://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https://orcid.org/0000-0001-7446-0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