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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探讨了上海艺术专业大学生对人工智能(AI)工具“豆包”的

使用水平及其对创意性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学生的技术接受度、使用频率和感知体验,

结合CSE量表评估其创造力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豆包”工具的接受度较高,且其使用有助于激

发创意思维,尤其在灵感生成和艺术表现力方面表现突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是影响学生使用

“豆包”工具的重要因素,使用频率与创造力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存在样本量和背景

差异的限制,本研究为AI工具在艺术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依据,并提出了优化教学设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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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explores the usage level and 

creative impac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ol "Doubao" on art students in Shanghai.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urvey to analyze students' technology acceptance, usage frequency, and perceived experiences, 

alongside the CSE scale to assess creativity level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have a high acceptance of 

the "Doubao" tool, which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creative thinking, particularly in generating ideas and 

enhancing artistic expressi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r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s' 

usage of "Doubao",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usage frequency and creativity improvement. 

Despite limitations such as sample size and background difference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ols in art education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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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尤

其在艺术设计教育中展现出独特的潜力。AI技术通过实时反馈、

个性化建议和多模态支持,为学生的学习和创作过程提供了新

的可能。例如,基于AI的创作工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

解复杂艺术概念,还可以通过动态生成创意建议提升他们的设

计能力。有证据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大学生日常学

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项调查显示,89%的大学生使

用ChatGPT完成作业,53%的大学生借助ChatGPT撰写论文；《泰晤

士报》(The Times)报道,英国剑桥大学近一半的学生在学习中

使用ChatGPT。当使用GenAI工具成为一种流行的学习方式时,

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当代大学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变得尤为

迫切且至关重要。“豆包”是字节跳动于2023年推出的一款AI

创作辅助工具,结合了视觉识别、跨模态分析等功能,已在中国

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应用。作为一款专注于创意支持的AI工具,

“豆包”不仅为学生提供智能化的学习与创作体验,还通过个性

化创意功能提升用户在艺术表达方面的能力。本研究将围绕“豆

包”展开,探索其对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的使用影响,尤其是对

创造力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填补现有文献的研究空白。基于技术接

受模型(TAM)和创造力自我效能量表(CSE),本研究旨在揭示学

生对“豆包”工具的接受度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理论上,本研

究有助于验证TAM与CSE模型在AI教育应用中的适用性；实践上,

研究结果将为高校艺术设计课程的优化提供参考,并促进AI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尽管AI技术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应

用日益普及,但其对学生创造力的具体影响仍有待深入探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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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AI工具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创作能力,但学

生对这些技术的接受度及其创造力发展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验

证。此外,生成式AI的操作特性可能带来一定的技术适应障碍,

使部分学生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困难。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作为

新一代的年轻人,是新应用的重要用户群,对于新技术的接受程

度较高,因此研究他们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意愿具有

重要意义。文献回顾显示,尽管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成式人工

智能对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学业

成绩等,但研究结论莫衷一是,且对大学生创造力的关注不足,

尤其缺乏本土情境下的实证分析。例如,AI技术虽然能够在视觉

设计和图像生成等领域提供多样化的创意支持,但这种依赖性

是否会削弱学生的独立创意思维仍存在争议。因此,深入研究AI

工具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对于优化其在艺术教育中的应用至

关重要。 

1 本研究旨在达到以下目标 

(1)评估中国上海市视觉艺术专业本科生使用人工智能工

具“豆包”的体验。(2)评估人工智能工具“豆包”对中国上海

市视觉艺术专业本科生的创造力潜在影响。 

2 文献综述 

在人工智能(AI)技术的推动下,教育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

传统教学方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学生核心素养和技术能力的

需求,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AI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化作用。根据

《中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国家鼓励并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旨在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

育公平。高校作为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主阵地,其培养的学生

是否具有创造力,即能否以发散性、反思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思

维,突破既有知识结构以及常规思维束缚,实现理论和技术创新,

直接关系着我国在全球科技战略博弈中的成败。本研究聚焦于

“豆包”作为本地化AI工具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应用,探讨其对

教学方式和学生创造力的影响。Liang(2024)指出,AI技术能够

优化教学资源与课程设计,促进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Guo和

Li(2023)进一步提出,跨学科整合和技术支持是未来教学的重

要发展方向,而Kim et al.(2024)研究发现,AI结合游戏化教学

能显著提高学习兴趣和参与度。这些研究共同证明了AI在提升

教学效率和学习成果方面的作用。 作为一款智能教育工具,“豆

包”通过个性化学习建议、实时反馈和跨学科功能,为学生提供

因材施教的学习体验。例如,在语文教学中,“豆包”整合中文

语义分析与作文批改功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精准评估表

达能力并提供优化建议。同时,其多模态互动功能结合AI驱动的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为艺术与科学课程的融合

提供创新支持。 

从理论视角来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Wei,2024;Yang et 

al.,2023),“豆包”通过互动式学习平台,支持学生在主动学习

中构建知识。其知识图谱功能能够引导学生在复杂知识体系中

自主探索,并通过实时反馈帮助他们构建新技能。Yang et al. 

(2023)提出的AI支持的艺术课堂模型同样适用于“豆包”,其互

动功能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参与度。此外,Guo和Li(2023)

指出,跨学科教学是AI赋能教育的重要方向。“豆包”整合语文、

数学、科学和艺术教学资源,支持教师多维度传授知识。同时,

“豆包”也有助于教师应对AI技术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通过

定制化教学模块,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AI对学习和创作的影

响,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Kim et al.(2024)亦强调,教师在AI

人机协作中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 

在艺术创作领域,“豆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创意工具。

Kim et al.(2024)研究表明,AI技术可动态生成创意建议,帮助

学生发散思维。例如,“豆包”中的数字艺术模块能够快速生成

多种风格的作品草案,使学生更高效地探索创作可能性。此

外,Wei(2024)指出,学生应在使用AI工具时注重原创性,而“豆

包”通过引导性反馈机制,鼓励学生在多种创作可能性中寻找独

特表达方式。然而,AI技术的全球化视角可能忽视地域文化的独

特性。此外,在资源匮乏的教育环境中,高成本和技术门槛仍是

推广AI工具的挑战。“豆包”若能提供低成本、开放性的教育平

台,并结合政策支持,为低资源环境提供硬件补贴和技术培训,

将更有助于技术普惠。 

未来的AI教育工具应更注重实际应用。例如,在基于真实项

目的课程设计中,学生可以在完成实践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并应

用AI技术,不仅能验证其教学效果,还能推动教育创新。综上所

述,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和建构主义理论,戴维斯

(Davis)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发展出了技术接受

模型(TAM),该模型提出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影响用户对于

新技术的态度与使用。随后根据后续学者的不断研究,TAM模型

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变量也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进行具体的

设计。探讨AI工具的技术接受度与创造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对

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而言,AI工具的用户体验及其对创作效

率的提升是影响其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通过实践构建,AI工具可为学生

提供互动和反馈空间,促进创造力的发展。“豆包”作为AI创作

辅助工具,能通过个性化推荐、实时反馈和多模态支持帮助学生

优化创意表达,提高创新能力。 

研究框架如下：输入变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

知愉悦性；中介变量：行为使用意图；结果变量：AI工具使用

行为、学生创造力。通过该框架,本研究旨在揭示AI工具如何在

艺术教育中影响学生的创造力,并为未来教育技术的优化提供

参考。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调查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对人

工智能工具“豆包”的态度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数据收集采

用问卷调查,并利用统计分析探讨技术接受度与创造力之间的

关系。研究框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和创造性自我效能量表

(CSE),其中TAM关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及感知愉悦性对行

为意图的影响,而CSE衡量学生对自身创造能力的信心。 

本研究选取上海某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本科生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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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采用目的性抽样,共招募40名学生,涵盖所有年级。年级分

布：大一、大二各占30%,大三、大四各占20%。性别比例：男

性40%,女性60%。AI工具使用经验：所有参与者均在学术或创作

中使用过AI工具。尽管研究对象来自上海,研究结论可为其他地

区高校提供参考。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以验证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 

3.1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问卷分为两部分：技术接受度测量(基于TAM)：包

括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愉悦性,如“使用‘豆包’工

具提升了我的学习效率”。创造力效能测量(基于CSE)：评估学

生对AI辅助创作的信心,如“‘豆包’工具帮助我生成了新的创

意”。问卷在小范围内进行了预实验测试,信度检验显示

Cronbach’s α系数为0.85,确保了问卷的可靠性。根据反馈调

整部分题目,以提高其清晰度和有效性。 

3.2数据收集流程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持续1周,分以下阶段进行：伦理审批：确

保研究符合伦理规范,保护参与者隐私。问卷分发：通过电子邮

件向参与者发送问卷链接,并提供填写说明。数据筛选：剔除不

完整或无效问卷,确保数据质量。为提高参与率,研究团队采用

了提醒邮件和匿名激励机制。所有数据均匿名存储,仅用于学术

研究。 

3.3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以量化技

术接受度对创造力的影响。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的性别、年

级和技术使用经验,确保数据的代表性。结果表明,参与者对“豆

包”工具的使用体验总体持正面态度,特别是在提升学习效率和

创作便利性方面评分较高(均值3.5-3.6)。相关性分析：评估TAM

变量(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愉悦性)与CSE变量(创造力

效能)的关联性,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回

归分析：探讨TAM变量对创造力的预测作用,回归模型的调整R²

值达到0.766,表明模型对创造力的解释力较强。其中,感知有用

性对创造力的影响最为显著(β=0.62,p<0.001)。T检验与

ANOVA：比较不同使用频率群体的创造力得分,结果显示高频用

户的创造力得分略高于低频用户,但差异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p>0.05),提示个体背景因素可能对创造力发挥更大作用。 

整体来看,“豆包”工具的使用体验与学生创造力之间存在

正向关系,尤其在灵感激发和创作自信方面具有明显影响。研究

数据支持TAM模型在AI教育工具使用中的适用性,并证明了AI辅

助创作在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方面的潜力。 

4 总结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表明,“豆包”AI工具的使用对学生的创

造力有积极影响,尤其在灵感激发、创作效率和艺术表现力提升

方面表现突出。相关性分析显示,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愉悦性与创造力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回归分

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关系,研究模型的解释力达到了

76.6%。尽管数据支持AI工具在艺术创作中的价值,T检验和

ANOVA结果表明高频和低频用户在创造力得分上的差异未达统

计显著性(p>0.05),这一现象可能与样本量限制或个体背景因

素有关。此外在人工智能产品普及的今天,高校应出台人工智能

使用规范,开设相关课程,以应对学生在学术作业中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问题。加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帮助大学生理性

对待智能技术。开设分层分类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为学生提供

了解AI技术工作原理、应用领域和潜在影响等人工智能知识学

习机会,帮助他们理性认识并合理运用AI工具。 

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积极融入高校教学,研究表明大学

生的任务需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适配度较高,且学生使

用意愿强烈。教师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教学工具,从而

有效辅助教学。例如,使用AI生成的模拟实验结果来辅助教学,

或者利用AI生成的文本和图像来丰富课堂内容。学生可以通过

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升学习能力,推进学习进度,实时生成个性化

的学习材料,进而提高个人学习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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