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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生成式 AI技术为插画设计教育领域的产教

融合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范式与实施路径。本文基于高校插画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系统分

析传统产教融合模式在技术适配性、校企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结构性瓶颈，构建“技术驱动-产业

对接-教学革新”三位一体的改革路径框架。本次研究通过课程体系重构、校企双元协同、评价

体系优化等改革措施，深入探索生成式 AI在提升教学效率、强化产业适配性、培养创新能力等

方面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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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y,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offers a brand-new technical paradig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reform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field of illustration desig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llustration desig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l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s a three-in-one reform
path framework of "technology-driven - industry connection - teaching innovation". Through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du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the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of generative AI in
enhancing teach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adaptability,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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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5中国数字艺术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商业插画领

域中 AI 辅助创作的渗透率已达 82%，其中电商插画、游戏

原画等细分领域的 AI 应用率突破 90%，企业对设计师的能

力要求从单一手绘技能转向“AI 工具应用+创意策划+商业

落地”的综合素养体系[1]。这种产业变革使高校插画设计教

育面临双重挑战：传统教学中“重技法训练、轻产业对接”

的模式难以适配数字时代需求，产教融合长期停留在实习参

观、企业讲座等浅层合作层面，导致学生就业时普遍面临“工

具脱节”“创意同质化”等现实困境。本研究基于高校教学

改革实践，旨在构建可操作、可复制的插画设计产教融合改

革路径，为数字艺术教育领域的综合育人机制提供路径参考。

1 插画设计课程产教融合改革的现实动因与 AI
赋能逻辑

1.1 产业变革驱动的教育改革必然性分析

（1）行业人才需求的范式转移与能力重构

对全国 30家头部插画相关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89.7%

的企业将“AI工具应用能力”纳入招聘核心要求，而高校应

届毕业生中仅 33.2%接受过系统的 AI辅助创作训练[2]。引入

Stable Diffusion后，概念稿的绘制效率会大大提升，设计师

的工作重心从“技法执行”转向“创意决策与项目管理”。

这种产业变革要求高校重新定义插画人才的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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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掌握传统手绘基础，更要具备 AI 工具操作、跨领域

创意生成、商业项目全流程管理等复合素养，而传统教学体

系对此的响应明显滞后。

（2）传统产教融合模式的实施瓶颈与结构性矛盾

传统校企合作模式长期陷入“形式化”困境：企业多以

“实习基地挂牌”等名义参与教育，极少实质性介入课程设

计；由于企业未能深度参与教学指导，学生作品普遍存在“传

统元素挪用不当”“现代审美适配不足”“版权意识缺失”等

问题。这种浅层合作源于校企双方的目标差异——企业追求

商业价值，学校侧重教学成果，缺乏常态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与协同平台。

（3）创意培养体系的时代局限与工具化风险

传统插画教学中，技法训练占课程总学时的比重超过

65%，导致学生普遍陷入“炫技式创作”的认知误区；而生

成式 AI 工具的大规模引入又引发了新的教育焦虑——教学

实验数据显示，过度依赖 AI 草图生成功能的学生群体，其

创意方案的独特性指标较传统教学组降低 29.3%。如何在技

术赋能中保持艺术创造力的培养，成为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

核心命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1.2 生成式 AI对产教融合教学的多维赋能机制

生成式 AI 在插画设计教学中的应用并非简单的工具叠

加，而是通过技术层和创意层的协同作用，重构产教融合的

实施逻辑，形成系统性的赋能架构：

技术层赋能：借助 ControlNet、DreamBooth等专业插件，

实现 AI 生成内容与手绘创作的精准结合。教学实践表明，

学生在 AI 生成的构图基础上进行笔触深化，整体创作效率

较传统模式提升 3.2倍，且画面完成度显著提高；

创意层激发：AI 的跨领域数据整合能力成为创意孵化的

催化剂。教学实验中，输入“物理概念+传统工笔技法”等

跨界关键词，AI 生成的视觉方案为学生提供了全新创作维度。

2 生成式 AI 赋能下插画设计课程体系重构的改

革路径与实施策略

2.1 交互性模块化课程群的系统构建

将传统单一课程体系重组为三大交互模块，形成“工具

-项目-创新”的渐进式能力培养链条：

AI工具与创意激发模块：开设《数字插画智能创作》核

心课程，系统讲授Midjourney的参数控制、DALL-E 的语义

理解、Stable Diffusion的风格迁移等核心技能，特别设置“AI

创意批判与二次创作”教学环节，要求学生对 AI 生成方案

进行至少 3轮人工优化，避免创意同质化。教学中引入“关

键词语义拆解”训练，培养学生对 AI指令的精准控制能力；

产业项目实战模块：与电商平台、游戏公司共建《商业

插画智能生产》课程，直接引入企业真实订单。学生通过

AI快速完成多组风格测试方案，再由企业导师筛选出最优方

向进行深化创作；

跨媒介创新模块：结合 AR、NFT、元宇宙等新兴领域，

利用 AI生成多模态创作素材。课程中指导学生使用 AI生成

虚拟场景后，再通过 Unity进行交互设计，拓展创作维度。

将 AI生成的插画作品转化为动态 NFT艺术，在专业数字平

台发售，实现教学成果的商业转化。

2.2 发展性评价体系的多维重构路径

构建兼顾技术应用能力与艺术创造能力的多元化评价

框架，实现教学过程的全面质量监控与改革反馈：

过程性评价：通过 AI 学习分析系统追踪创作全流程，

重点关注 AI 辅助比例、创意迭代次数、人机协作效率等新

型指标。评价中引入“创意演进图谱”，要求学生提交 AI生

成草稿与人工修改版本的对比文件；

产业性评价：引入企业 KPI标准，包括项目完成周期、

客户修改意见采纳率、商业转化率等量化指标。企业方代表

参与中期评审与终期答辩，以市场接受度、商业落地性为核

心评价标准；

创新性评价：设置“人机协作创新奖”，鼓励探索 AI技

术与传统技法的融合创新。鼓励学生将 AI 生成的抽象构图

转化为传统绘画艺术创作，实现技术赋能与艺术表达的有机

统一。评价中特别关注"AI 技术与传统媒介的融合度""跨领

域创意的独特性"等指标。

3 改革路径的现实挑战与优化策略

3.1 改革路径实施中的现实挑战解析

（1）创意主权的人机博弈困境

改革实践中发现，约 25%的学生存在“AI 依赖症”—

—直接将 AI 生成图作为最终作品提交，其创意深度与人文

内涵较人工创作明显不足。AI插画虽技术指标完美，但因“缺

乏生活观察与情感温度”被否决的现象频繁出现。更深层的

矛盾在于，AI生成内容的风格趋同性可能导致学生创意的同

质化，设计课程中的 AI 辅助作品呈现出相似的视觉语言，

反映出对 AI工具的盲目使用可能抑制个体创意表达[3]。

（2）教师角色的转型压力与能力缺口

传统插画专业教师普遍缺乏 AI 技术背景，教师能熟练

运用 3种以上 AI 插画工具的占比有限，而企业期待的“AI

创意教练”角色要求教师同时具备技术应用能力、艺术判断

能力与产业洞察能力。在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师因缺乏 AI

工具的深度掌握，难以有效引导学生在 AI 生成与人工创作

之间找到平衡点，导致部分学生作品出现“技术滥用”或“创

意缺失”的问题。

（3）版权伦理与数据安全挑战

AI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尚未形成明确法律界定，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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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多次出现学生作品包含受版权保护的训练数据元素。使

用商业 AI 模型生成的插画被诉侵权的案例，暴露出当前教

育中版权意识与伦理规范培养的缺失[4]。此外，AI 工具使用

过程中涉及的学生创作数据、企业项目数据的安全管理问题，

也对教学中的数据隐私保护提出了挑战。

3.2 改革路径的优化策略与实施框架

（1）构建创意导向的人机协作教育规范

制定《插画设计 AI 应用教育指南》，明确 AI 辅助不超

过创作流程 40%的基本原则，要求学生提交作品时必须附带

“创意演进图谱”，清晰标注 AI参与环节与人工创新点。在

课程体系中增设数字艺术版权与伦理必修模块，通过真实案

例教学，培养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与伦理判断能力。开发

AI创意合规性评估工具，自动检测作品中可能涉及的版权风

险元素，引导学生规范使用 AI工具。

（2）打造双师型教师发展生态共同体

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双师型骨干教师，形成

了“技术培训-教学实践-产业反馈”的闭环培养机制。建立

跨学科教师协作小组，由计算机专业教师负责 AI技术原理，

艺术设计教师负责创意教学应用，共同开发适应 AI 时代的

插画设计课程。

（3）建立动态化课程内容更新机制

通过 AI 数据分析实时追踪产业技术前沿，开发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教学资源库，及时评估新兴技术的教学适用性，

确保教育供给的时效性与前瞻性。

4 数字时代插画设计产教融合教学改革的未来展

望

4.1 技术演进驱动的教学模式深化方向

随着多模态 AI、具身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插画设计产教

融合教学将向全场景虚拟实训方向演进。未来教学中，学生

可通过元宇宙平台参与企业虚拟项目，使用 AI工具生成 3D

插画、动态叙事场景，实现从 2D平面创作向多维空间叙事

的跨越。

4.2 人文价值引领的教育本质回归

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插画设计教育的核心仍在于培养有

温度的创作者。未来的改革需更加注重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

的平衡发展，在课程中增加科技伦理、文化传承、社会创新

等模块，引导学生思考 AI 技术背后的人文价值。教学中可

设置“无 AI创作周”，让学生回归手工创作，重新体会材料

质感与情感表达的直接关联，避免技术工具导致的创作异化。

4.3 国际化视野下的改革范式输出

随着中国数字艺术产业的全球影响力提升，生成式 AI

赋能的产教融合改革路径可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高校

可与国际知名 AI 艺术平台、设计院校合作，让学生在跨文

化语境中探索 AI 技术的创意应用。同时，将中国特色的插

画艺术与 AI 技术结合，形成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教学模式，

向全球输出中国数字艺术教育的改革经验。

5 结语

生成式 AI 技术为插画设计课程的产教融合改革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使传统教学中难以实现的全流程产业

模拟、精准化教学调控成为现实。但改革的本质不仅在于技

术应用，更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实现教育理念的革新——让

AI承担技术性工作，释放人的创意潜能；让产业需求反哺教

学改革，同时坚守艺术教育的人文内核。当学生能够熟练运

用 AI 工具，却依然保持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对文化的深刻

理解与对美的独特表达时，才真正实现了技术赋能与教育本

质的辩证统一。这既是数字时代插画设计教育改革的应然追

求，也是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创新的终极目标。未来的改革需

要教育者以更开放的视野拥抱技术变革，以更坚定的立场守

护教育本质，在不断探索中构建适应时代需求的插画设计人

才培养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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