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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媒介技术、思维、方法、视觉经验推动艺术边界的延展，同时它们向艺术劳动发出了质询。人工智

能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将是美术教育不可回避的议题。本文围绕目前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学校美术教育趋向

进行思辨，从美术学的视域出发，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对绘画的“入侵”作为切入，对标义务教育

阶段的艺术核心素养等，重新思考学校美术教育所存在的困顿和澄明之境，在理论层面提出相应措施，

以期为其在未来的探索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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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media technologies, thinking, methods, and visual experiences are expanding the horizons of 
art while simultaneously challenging the concept of artistic labor. The convergence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with ar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opic in art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ritical discourse on the current trends in school art edu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Adopting the viewpoint of fine arts, it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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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invasion” into the domain of painting. By benchmarking 
against the core artistic competencies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hase, the paper re-evaluates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the state of clarity in school art education. It proposes theoretical 
measures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iming to provide some ideas for its future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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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人工智能(AI)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力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艺术领

域，机器完成了从简单的模仿到能够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的转变。AI 绘画技术的兴起不仅为

艺术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向学校美术教育给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将回顾 AI 绘画的发展历

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学校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学生的艺术核心素养，如何重新定义美术教育的目

标，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创新和包容的美术教育环境，旨在为学校美术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有

益的启示和建议。 

2. 美术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2.1. 技术变革引起的艺术媒介更替 

麦克卢汉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

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1]。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会注意到，几乎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直接或间接地

引发艺术媒介的更替，人们不可抗拒地接受媒介的作用，从文本到图像、影像，视觉文化取代语言文化

日益成为全球景观。 
例如透视法的出现，助推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转向，包括之后维米尔的暗箱技术 1在

内，似乎仍是一种对于精准透视的无限追求；19 世纪初，摄影术的发明催生了写实绘画对内的反思，人

们重新审视艺术的目的以及它的特殊性；20 世纪初，电影中的蒙太奇技术影响了立体主义，一些违背传

统审美或是观念的作品将艺术推向新高潮，本雅明在其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中就已阐

明，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刺激大众对于艺术品的需求，且在这一过程中，本雅明认为原本独一无二的艺

术作品消散了其“灵晕(aura)”[2]。 
再如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数字媒体和计算机技术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波普艺术，移动设备和应用

使艺术作品的创作、编辑和分享环节冲破诸多限制，尤其是手机端上的绘画、照片编辑和艺术应用日益

流行，影像艺术的发展与此息息相关；当下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为艺术家提供了新

的创作和展示方法，进而推动虚拟艺术作品、数字艺术向物理世界扩散[3]。 
技术发展对艺术媒介的持续影响，不仅扩展了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也改变了作品的传播、观众互动

Open Access

 

 

1 暗箱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物体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容器(称为暗箱)中，通过一个小孔将光线投射到容器内，形成一个倒置但清晰

的影像。这个影像可以在容器内的光敏物质上留下可见的图像。这种光敏物质最初是暴露在阳光下的银盐，后来的摄影中也使用了

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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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市场的性质。媒介的不断演进将继续塑造艺术的未来，包括人工智能在内。 
虽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所做出的理论展望早已反复多年，但就其成果而言，仍是当下值得聚焦的。

一般来说，人工智能指的是一台机器或一个计算机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去完成那些需要不同形式智

力并通常由人类完成的任务。就方法论而言，人工智能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各自擅长于特定的智能子

集。1950 年，图灵提出“机器能思考吗？(Can Machines Think?)”一问，至今已七十余年，人工智能技术

在不同立场的争议声中逐步“入侵”艺术领域，尤其体现在美术图像的生成上，即 AI 绘画。 
这一技术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被研发、并持续改进，开发者不在少数。1972 年，哈罗德·科恩

(Harold Cohen)与其所使用的电脑程序“AARON”为其中一例。ARRON 使用机械手臂在画布上进行实体

绘画，与如今指代的 AI 绘画相区别，但不可否认，AARON 的出现是一次开创性节点。科恩强调的是计

算机“原生的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已然超出了普通计算机艺术而进入到人工智能的范畴[4]。1979 年在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举办的“绘画”展览中，AARON 展示了它在画廊中创作绘画的过程。

据作品图像显示，ARRON 的能力持续发展，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能够表现三维空间的物体；90 年代，

学会运用多种颜色。直至 21 世纪，ARRON 仍有在创作。 
2012 年，吴恩达和 Jeff Dean 等人的猫脸识别实验 2成功，意味着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学会了识别猫的

面孔。与现在的很多模型相比，这个模型的训练几乎毫无效率可言，但对于计算机视觉领域而言，这次

尝试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是我们目前所讨论的 AI 绘画。以这一原型为起点，开发者前赴后继地

投入研究。在 2014 年，极其重要的深度学习模型——对抗生成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诞生，

可以根据输入的图像自动生成新图像。 
2021 年，OpenAI 公司发布 DALL-E，此后 AI 绘画的发展几乎是指数级增长。从 2022 年 2 月 Disco 

Diffusion 面世，4 月 MidJourney 上线、DALL-E 2 内测，到 5 月和 6 月 Google 推出 Imagen 和 Parti，再

到 7 月 Stable Diffusion 内测、开源，各种 AI 绘画技术迅速更迭升级。这种高速发展不禁让人重新审视人

在美术创作中的位置，思考艺术领域中的重复性劳动将何去何从。 

2.2. 人工智能绘画向艺术劳动的进击 

2018 年 10 月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幅由 Obvious 团队创作，采用对抗生成网络模型绘制的肖像作品

《埃德蒙·贝拉米肖像》以逾 43 万美元成交。这不仅是拍卖行首次上拍由 AI 绘制的作品，其成交价更

是远超作为印刷品的最高估价。恰如一次商业化的“正名”，市场以这样的形式肯定了人工智能技术在

图像生成方面的艺术价值。 
2021 年，人工智能生成的画作《太空歌剧院》(如图 1)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数字艺术类美术比

赛中获得第一名。获奖结果虽引起了争议，但可以说这是一次由文本转译为图像且相当成功的案例。作

者基于“身着维多利亚时代褶边连衣裙、戴着太空头盔的女人”的描述，不断叠加对 AI 的指示并完成修

正。 
2022 年，大量 AI 绘画工具涌入市场，以 Stable Diffusion 为代表的软件纷纷开源，降低了 AI 作图应

用程序的开发门槛，进一步推动了 AI 绘图概念的普及。中国国内大厂如百度、腾讯、字节跳动等也纷纷

加入 AI 绘画领域，推出了相关产品和功能。 
在人机相互的控制与反控制中，AI 绘画的确在对艺术家的工作造成影响。目前来看，一些低水平套

路性的绘图工作已经在被替代的边缘，包括部分电商美工和设计师。除去其他可能会面临的技术与伦理

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仍在不断发展。乐观来看，未来人工智能

 

 

2实验使用 Google Brain 的 1.6 万个 CPU，通过上万张来自 Yotube 视频中的猫脸图片进行模型训练，在反复训练后生成了一张十分

模糊的猫脸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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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帮助人类创造出更加精美和个性化的图像或艺术作品，进而减少重复性的

艺术劳动。 
但这种普及化的背后，带来的可能是大众对于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思维上的退化。以商业插画为例，

它大幅度降低了行业门槛又提高了效率，即使是对绘画一窍不通的人，只要能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或

是某一具体软件，配合适当的文字描述就能进行产出。按照这一思路，漫画也会被 AI 取代绝大部分工作。

从剧本，到漫画，可能都趋于 AI 化。从某种程度来看，AI 已不仅仅是助手，而是竞争对手。 
这种可能性是否是一种技术对创造力培养的反推？在未来的艺术领域，所谓的拔尖人才如何凸显与

人工智能同台时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承担着教学责任的学校美术教育需要对此做出回应。 

3. 学校美术教育融合人工智能的困顿和澄明 

学校美术教育和人工智能技术尚处于浅度融合阶段，教育场中的各方在对新媒介“拥抱”、探索的

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困顿。 
困顿之一，是时空之变。学校作为集体教学的主要空间场域，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

有效的教学时间也变得碎片化。当远程控制、虚拟在场成为生活中的常在，意识可以通过网络传导，学

习同样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可。 
而美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现场的感受，是面对面实践中的及时反馈，当教学被智能化工具、

技术思维与技术理性包围的时候，相当于其他学科，美术教育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更大的。技术从来不是

中立的，因为技术出现时已经注入了人的价值观。过去几年疫情期间的网课如同一次抽测，只是将人工

智能时代的问题更直接地摆在教育面前。 
因而，我们亟需寻找一种教学方式，使师生在教学时空分离的情况下仍能做到同频共振，跨越虚拟

以获取真实。使得教师的举止、眼神与话语之间的微妙变化，内含的情感与隐性意义能够被顺利传达，

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教师反馈学生的真实感受，即师生间的互联互动有效化；让我们可以在不用大脑

存储信息与机械性知识的时代，仍可以通过学习开发大脑的记忆空间，确保大脑不会因技术干预后“智

能大脑”的存在而萎缩，而是变得更加智慧，更加智能[5]。教学时空如何重构，重构后如何才能在媒介

技术高速发展中保证教与学，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困顿之二，是信息共享。共享、普及的时代特性容易导致同质化，因为人面临的信息内容高度一致。

当今很多知识根本不需要学，想拿就拿，且拿来就可以用。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机一体”成为现实，

芯片能够被植入人体成为第二大脑时，知识即取即用，人无需通过原有的认知方式进行知识性学习，甚

至也不再受限于大脑的开发程度、神经数目等生理状况，不受制于手段、条件、资源等，很多壁垒似乎

都会消弭——师生共享同等的信息，教师再也不能因知识丰富而迈向讲台，彼此的角色也将重新定义。 
这一趋势下，学校美术教育需要面临教学内容在选取上的转向。如果教学是因材施教、个性化的，

那么学生们一排排坐着听课的形式首先需要找到更好的替代，教师不再同时向所有学生教授相同的内容。

理解、唤起、调用和创造知识才是关键，思维、想象、创新占据课堂的大部分时间，教学内容与灌输式的

知识必然大相径庭。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如果人不再接受填鸭式教育，不再是被外界灌输知识的

容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真正促进生长、进化，指向人的塑造？ 
2022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6]中出现了四大显著变化：一是改革艺术课

程的设置，新课标以美术与音乐为主线，增加舞蹈、戏剧、影视等内容，形成更加综合的学校美育课程

框架；二是强调任务式驱动的学习方式，突出了以学生为本的实践性；三是加强课程的综合性，注重学

科之间的关联；四是增加学业质量的评判标准，推进评价机制的建立。由于跨学科间的整合，艺术课程

的核心素养在先前美术核心素养的基础上，重新归纳为四点，分别为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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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解。而学校艺术课程下的美术教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以此为参照系进行实践。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仍在推进、发展，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持续深化，包括创意图像、图像修复

与编辑、艺术创作、文本生成 3D 模型等。未来尚未抵达，困顿有之，但也不乏一些不言自明的积极展望。 
人工智能时代影响社会，影响教育，影响学校，但并非取代。面对面的情境往往使人的心灵和思维

更具活力，大量隐性知识蕴含其中，学校的直接教学在目前看来是无法摧毁的。面对时空之变、信息共

享，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艺术形式。它不会取代真正的艺术家，但它带来了面向各个学科的新

视角，比如元宇宙的构建，伴随实践完善，教育系统很自然地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学校美术教育为抵

达所追寻的澄明之境，应当有一些针对性措施。 

4. 学校美术教育应当何为？ 

4.1. 基于艺术核心素养 

在人工智能时代，世界是多元的，人人可以是“艺术家”，但不必人人都为“艺术家”。我们期待在

孩子们离开学校后，获得到一些终身受用的东西，一些素养、能力和品格[7]。培养艺术核心素养，内在

目标包含了保有人在一些技术面前的不可替代性，美术中的审美力、想象力、表现力、创造力均有重要

地位。 

4.1.1. 审美感知 
当我们审视 AI 绘图作品完整的生成过程，人在其中并没有“消失”。作品的好坏会回归到审美的判

断上，《太空歌剧院》(如图 1 所示)就是很好的例子。创作者认为画面不够好，于是通过语言文本的增减

或其他途径驱动 AI 再次调整，直至主观上的满意。技术的进步可能会降低这一循环执行的次数，但算法

还是遵循了人的审美，从现有艺术作品中提取美学概念这一原则，且依赖于自身数据库的品质，最终形

成图像。当艺术类职业和人工智能成为竞品，个人化、差异化的审美感知会是判断高下的决定性因素。

主体没有审美，将意味着面临技术的“摆弄”而不自知。 
 

 
Figure 1. “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 
图 1. 《太空歌剧院》 

 

而审美感知又是以大量图像识读作为基础的，学校美术教育应当提供好“观看”的氛围，一是小课

堂的授受，二是大环境的建设，三是拓展性的引导。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是挑战也是机

遇，了解好、运用好校内外的艺术资源无疑具有非常高的教育性价比。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大自然本身

即艺术资源，学校可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写生类、探索类课程，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美术教学活动，不必

苛求于所谓的高端展览、画廊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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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艺术表现 
艺术表现是审美感知的外化，在美术中是一种呈现视觉经验和想象图景的能力，不限于纸面、平面。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媒介延伸了艺术表现的可能，美术教师的视野首先需要打开，使得课堂在完成原有学

习目标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新鲜尝试——鼓励学生个人在内容、手法、形式上的尝试，鼓励学生之间合作

中的尝试，鼓励师生之间阶段性反馈后生成的尝试。 
但培养多元的艺术表现力难在评价，最直接的反馈往往来源于教师和周边同学、家庭的口头话语，

教师应当维护好善意评价的氛围，在过程中起引导作用。善意不等同于全然正面，而是指在提出意见或

建议时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切不可带有攻击性。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置办一些线上、线下的学生展览，

但需要避免功利趋向。 

4.1.3. 创意实践 
除去艺术表现力，一些高超的技法展示，我们通常认为好的美术作品是富有创意、创造力的。也正

因为此，美术创作时经常强调“灵感”，一种灵光乍现却难以形容的火花。优质的学校美术教育离不开

对于学生创意的激发，一方面学生个人能力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为未来世界蓝图的缔造进行铺垫[8]。核

心素养中“创意实践”的培养，根据字面可拆解为“创意”和“实践”两大方向。人工智能本身源于人类

的创意，今后学生在面临未来各种不确定挑战时，可能需要的还是那一份敢想敢做的创意；同时强调需

要通过“实践”的检验，并非空想。 
设计类课程应当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更易发挥学生的创造力，达到实践的要求。

学校可以提供一些设计类比赛，或成立相关的社团，师生共同运作，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讲座，协同开展

单元课程。此外，展览在启发、展示创意和促进实践活动中同样适用，开设时应当重视质的把握，而非

缺乏思考的大量堆砌，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沿视角引导学生运用美术能力。 

4.1.4. 文化理解 
至此，纵观艺术核心素养，无论是审美感知，还是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最终会回归文化。文化是民

族的根，不仅是美术，所有学科都承担着文化理解和传承的重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要求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要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但是，中国当前还面临着‘中国故事很精

彩，中国话语很贫乏’的尴尬现实，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学校美术教育能够为文化建设做些什么？有两个角度值得思考：一是学古，二是创新。中华五千年

文明源远流长，美术中不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人。而树立文化自信的前提是了解，知其然

且知其所以然，因此讲学古。美术教育需要协同非遗类课程，走近匠人，促进学习和传承优秀的美术工

艺，发挥好美术在个体和文化之间的纽带作用。古人言“温故而知新”，立古不是原地徘徊，停滞不前，

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展望、创新。面对新技术、新方法、新思维、新媒介，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焕发新活

力，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难点。美术教育应当通过引导各类具备美术核心素养且愿意投入其中的人，学

会创作，如舞台、影视、电子游戏的视觉制作等方面，使更多具备中国特色的美术作品或产品中的美术

元素被看见、认可，做到文化出海，落地有声。 

4.2. 基于跨学科的问题解决 

由于艺术作品的特殊性，在 AI 绘画创作过程中，人类针对问题执行程序并调试，程序给出答案，两

者相辅相成，合作完成了对某一问题的解决。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可忽视，否则人

将面临被机器替代。 
美术作为艺术课程的一部分，应当有协同其他学科的意识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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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也“回得来”。近年来常说的 STEAM 教育在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引进时往往以科学(Science)为核心，

艺术(Arts)包含其中，但对于美术的应用占比偏少。美术教育需要对此做出更多尝试，寻找一些更具美术

特色的综合项目深入下去，而不是强行的嵌套，避免异化。 
另外，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需要激发学生个体产生的，外控式、程式化严重的项目在展示时，看似华

美的成果背后，仍是虚无。因此，学校美术教育应当重视学习过程，重视课程的生成性。从问题的提出

到解决，教师需要思考好核心问题是否有效，各个环节到底是由谁主导、推进等。 

4.3. 基于情感和生活 

2022 年戛纳短片电影节的最佳短片《乌鸦》(如图 2 所示)引发讨论，这是一部基于 AI 的智能动画。

AI 创作的关键词是“荒凉风景中的乌鸦画”，将一段现实的舞蹈视频从视觉上进行了转化，改变意象。

人工智能技术对艺术领域产生冲击，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的高效，“一键生成”充满了诱惑力，但质疑

在于它的情感表现是人为赋予的，在视频处理上更像是一款滤镜。这种处理生成且不受情绪干扰的 AI 作
品，似乎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原真性”，即本雅明所说的“即时即地性”。 
 

 
Figure 2. Screenshot from the AI-based animation “The Crow” 
图 2. AI 动画《乌鸦》的截图 

 

在人工智能拥有情感之前，虽然师生之间知识获取量的差异会减少，但教学中情感上的传递不可复

制，难以替代。学校美术教育应当重视学生的情感养成，培养学生学会选择、沟通、娱乐、分享等，涵养

内在精神，提升精神追求。同时，技术工具的发展和我们的生物进化是双向耦合的，在运用技术时需要

保持警醒，不必盲目崇拜一些教学中的科技成分，过去一只粉笔足以做到的，是依赖演示文稿等办公软

件后，反而容易缺失情感和思维上的跟随。 
再者，谈及人工智能技术时，还是绕不开对未来虚拟世界的关注。虚拟和现实，两者之间的界限随

着时代发展逐渐模糊——在现实中体验虚拟，在虚拟中还原现实。学校美术教育在沉浸技术之时，也应

当给予学生一些抽离技术的引导，鼓励其多回归生活之中，而不是在“拥抱”的过程中迷失于虚拟。例

如，结合生活的图像识读、美术创作、综合探索值得提倡，即让内容本身鲜活起来，在与生活的互动中

激发学生的创意。 

5. 结语 

未来推动国家发展、世界进步的力量不仅是人才，也不仅是学科，还会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兴媒体技术。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学科学习的一大场域，其中的各方角色都重任在肩。虽有困顿，

但仍在追寻中探求理想之地、澄明之境。 
当下，我们强调培养艺术核心素养的初心，是让人更好地面向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重视培养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695


唐鸣 
 

 

DOI: 10.12677/ae.2024.1491695 569 教育进展 
 

生跨学科的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生活和情感方面的回归。教师应当意识到，美术教育并不单是为了培养

艺术家，更是确保一些本体性的东西不被抛弃，借此迎接 21 世纪乃至更长远阶段的的众多挑战。当技术

和学校美术教育走向深度融合，未来的图景也在逐步展开。显然，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

程中，学校美术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向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同时为之付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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