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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童 真 的 想 象 遇 上 先 进 的

AIGC 技术，一个充满无限创意的艺

术世界被悄然开启。

走进大司巷小学一楼展厅，一

场别开生面的 AIGC 绘画展——创

龙大汇吸引了众多目光。“学生们借

助 AIGC 技术，与人工智能共同合

作 ，创 造 出 了 上 千 条 形 态 各 异 的

龙。”施文韬介绍，寒假前夕，他向学

校三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

项任务——尝试利用 AI 工具，创作

一幅中国龙的海报。

新学期伊始，施文韬收到了学

生们的积极反馈，1000 多幅中国龙

作品交了上来。经过精心挑选，最

终有 100 幅作品在“创龙大汇”展览

中亮相。这些龙，有的威武庄重，有

的灵动飘逸，或盘旋升腾，或遨游天

际，形态各异，色彩斑斓。

三（5）班学生倪千寻分别利用

青花瓷、长城、冰雕等关键词进行创

作，最终绘出了青龙、彩色长城龙、

冰雕龙。“用 AI 工具画画的时候，手

中的鼠标就像一根魔法棒，轻轻一

挥，就能画出一幅精彩的作品。”倪

千寻说，创作的过程非常有趣，通

过不断调整关键词就能创作出想

要的画。

“然而，别看展厅里的作品像模

像样，其实第一批交上来的作品非

常相似。”施文韬告诉记者，尽管 AI

绘画在技术上带来了很多便利，但

它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简单。要真正

掌握并有效地使用它，仍需要一定

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对于初学者

或 者 小 学 生 来 说 ，选 择 合 适 的 工

具、理解各种参数和设置以及掌握

绘画的基本技巧都需要时间和实

践。于是，他和项目团队老师的重

新指导，并将可以使用哪些艺术家

的风格、如何构图以及使用哪些灯

光才能更美观等要点整理成资料

包发给学生学习，这才让同学们初

步掌握了AICG绘画的要领，打开了

想象的翅膀。

在施文韬看来，AI 只是绘画工

具，真正的艺术在于创作者的审美

意识和想象力。即使有了 AI 的帮

助，如何构思、如何选择合适的风

格、如何调整参数以获得想要的效

果，都需要创作者具备较高的审美

和创意能力。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能在学生们心里埋下一颗技术与

AI 的种子，让他们在未来能够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不断拓宽自己

的艺术视野。他相信，10 年后的社

会，AI 科技应用将更加广泛，而学生

们通过这样的实践，将能够更好地

适应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浪潮。“中国政府网”在全国两会期间发
布了AI海报绘制政府工作报告的推文，义乌老板娘使用AI无缝切换36国语言助力生意“出海”。可以说，AI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日，一场由省美术学科带头人、大司巷小学美术教研组长施文韬发起的AICG绘画活动，正
让大司巷小学的学生们在这股浪潮中感受艺术的无限可能。记者借此机会，与施文韬一同深入探讨AI与美术教育的话题。

海报作品亮相中法建交60周年晚会
对话：省美术学科带头人如何用AI打开学生艺术创想

尝试

AIGC技术下的
“创龙大汇”

作为一名 AIGC 绘画创作师，施文

韬也在AIGC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

今年 2 月，平遥国际时装周与爱智

岛共同发起全球首个国际虚拟时装周

AIGC 艺术大展，这场创新性的合作为

全球时尚界带来全新体验和机遇的同

时，也推动着时尚与科技的融合。施文

韬在得知活动后，以平遥古城为创作起

点，以大红灯笼为意向，运用 AIGC 创

作时装周系列作品。由于巧妙地融合

了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了中国文化的

独特韵味，作品一经上传便得到了业内

同行的点赞，并引起了一位中法文化活

动策划负责人的浓厚兴趣。该负责人

希望获得施文韬的授权，将该作品作为

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素材公益使用。

2月23日晚，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

年，巴黎十三区市政厅举办了“市政厅奇

妙夜-中国古典舞专场演出”晚会。施

文韬的作品作为活动主海报亮相，为活

动增添了别样的中国文化魅力，让法国

观众在欣赏中国古典舞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

“其实除了平面海报，AIGC 技术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今年的

央视春晚，无论是歌舞、相声还是小

品，都充满了科技感和未来感，这些都

离不开 AIGC 技术的支持。”施文韬表

示，在舞美设计方面，今年的春晚舞台

采用了先进的 AR 内容创作技术，结

合光学运动捕捉系统，不仅让观众看到

了更加真实、生动的表演，同时也为演

员们提供了更大的表演空间和自由度，

可以说AIGC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AIGC技术在不断迭代，我也在不

断学习探索。”目前，施文韬的小红书平

台上传了他平时利用空余时间创作的

AIGC作品，获得了近万的点赞收藏，而

网友互动最关注的是作品背后的文化、

立意。对此，施文韬表示，AI 大模型已

经学习了大量艺术家的风格，从古代绘

画到当代艺术，无一不包。而对于使用

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审美视角，因为“内容为

王”始终是艺术创作的核心。

AIGC作品亮相中法文化交流舞台应用

记者了解到，施文韬作为省美术学

科带头人，前期参与了浙江人民美术出

版社美术教材的编写。那么，他是如何

看待AI技术与美术教育的呢？

问：AIGC 绘画越来越普遍，传统绘

画会被淘汰吗？

施文韬：我认为传统绘画具有不可

替代的艺术价值和优势。传统绘画作

品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思想和审美观

念，是创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图像表

达。这些作品往往是具有能够给观众

带来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共鸣，是具有生

命力的。而 AIGC 绘画虽然可以模仿

和生成各种图像，但缺乏真正的情感和

个性，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绘画的艺术价

值。当然，在一些领域，AIGC绘画正在

“淘汰”一些传统画师。我所了解的一

些海报设计、产品设计的从业人员都在

转型 AIGC 创作，因为工业化生产流程

中，运用AI辅助会更快捷、效率更高。

问：如果孩子不往美术方向走，还

有必要学画画吗？

施文韬：画画是一种表达思想和情

感的方式，即使不从事美术相关行业，

学习画画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培养出对美的敏感度和鉴赏能

力，而且绘画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可以

帮助我们释放压力、调节情绪，是一项

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兴趣。AIGC只是一

种工具，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这种工具

固然很好，但最终作品能否有价值，其

实还是看文化底蕴，看内容。

问：当下，学校的美术教育对 AIGC

是什么态度？

施文韬：事实上，课程改革一直是

跟随时代潮流发展，与时俱进的。我前

期参与编写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义

务教育教科书艺术·美术四年级下册》

“新媒体艺术”这一课，对学生使用 AI

进行图文、视频创作都是有要求的，也

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运用现代技术

进行跨学科表达的能力。AI 技术发展

迅猛，已经出现像Sora（文生视频）这样

的人工智能模型。因此，当下的美术教

育也应当或者说正在拥抱时代的变化

和科技的发展，让孩子们尽早接触、了

解这些新的变化，丰富他们的艺术体

验，打开他们的艺术创想。

对话 关于AIGC与美术教育

融媒记者 颜元滔

施文韬为AI作品赋予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