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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在《分镜头设计》课程中的创新应用,详细介绍了研究

背景、目标、方法、结果与讨论,并总结了主要创新点。通过引入AIGC工具,实现了从剧本创作到分镜

头设计再到短片制作的全流程自动化,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和质量。同时,结合跨时空叙事手法、互动元

素融入、个性化学习路径等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形式,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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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board Desig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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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technology in the "Storyboard Design" course. It provid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bjectives, method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nd summarizes the key innovations. By incorporating AIGC tools,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script creation to storyboard design and short film production has been automated,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both creativ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dditionally, by integrating cross-temporal 

narrative techniques, interactive elements,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format have been further enriched, offering new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educational reform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oryboard Design; Educational Reform; Innovative Application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逐

渐成为艺术设计领域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影视动画教育

中,AIGC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还激发了学生的创造

力和技术理解力。然而,在《分镜头设计》这门特定课程中,如

何有效整合AIGC技术以支持教学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研

究旨在通过系统化的研究方法,将AIGC技术全面应用于《分镜

头设计》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探讨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及未来

发展方向。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关于AIGC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文献逐渐增多,但

直接针对《分镜头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案例较少。已有研究

表明,AIGC技术能够显著提高设计效率,同时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创作资源和灵感来源。例如,王文毅、黄佳易(2024)指出,“AIGC

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未来它将带来更加个性化、自主、互动

和多样化的学习体验,打破固有的教育主客体边界,促进知识接

收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自由转化,并提供更灵活、有效和创新的教

育方式,降低知识生产的门槛,并通过其海量的知识资产库以及

深度学习模型实现精准搜索,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发展其认知、社

交和情感能力,同时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更丰富的教学工具和

资源。”此外,还有研究强调了“相比起传统查阅书籍与网页搜

索资料的学习模式,学生可以利用AIGC工具更为快速且直接地

生成想要的文字内容与创作素材。”陈程显(2024)。 

尽管AIGC技术在其他艺术设计课程中已展现出诸多优势,

但在《分镜头设计》课程中的具体应用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根

据谢润之、雷刚等人(2024)的研究,“以往分镜头创作者需要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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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构图、色彩、光影等艺术设计技巧,且整个设计流程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及精力。 随着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完善发展,电影的

投资成本、制作难度和叙事复杂度也日渐提高,旧有的分镜头画

面设计方法已难以应对日渐复杂的电影制片工序,亟需引入

AIGC赋能分镜头画面设计,推动创作流程迈向智能化人机协作

新阶段。”因此,如何有效整合AIGC技术以支持此类课程的教学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 研究方法 

2.1工具与平台的调研与评估 

为了实现将AIGC技术应用于《分镜头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的目标,相关方采取了系统化的方法进行全面探索和应用。教学

团队首先对当前市场上主流的AIGC工具和平台进行了广泛的学

习和评估,涵盖了从文本生成到图像处理再到视频编辑等多个

领域的先进工具,如ChatGPT、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

Adobe Express、LibreOffice Draw(替代Liblib)、Runway ML、

D-ID(替代Haiper)以及Stable Audio等。团队通过深入研究

这些工具的功能特点和技术优势,找到最适合课程需求的解

决方案。 

同时,在评估过程中,教学团队制定了严格的评估标准,确

保所选工具不仅能满足教学的具体要求,还能符合校园网络安

全规定并具备良好的成本效益。评估标准主要包括功能性、易

用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功能性方面,重点

考察工具是否能支持课程所需的各项操作；易用性则关注师生

能否快速上手并有效使用；安全性确保所有选定工具都经过严

格的安全审查,保护学生作品不被泄露；可扩展性考虑工具是否

支持后续的技术升级和新功能添加；而成本效益则权衡经济和

技术维护成本,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通过这一系统化的调研与评估过程,教学团队成功筛选出

了一批既满足教学需求又符合安全和经济效益要求的AIGC工具,

为《分镜头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工具/平台 应用场景 具体实例

ChatGPT 剧本创作 学生使用ChatGPT生成“世界读书日”短片剧本

WANX Lite (替代MidJourney) 图像生成 使用WANX Lite生成视觉素材

Stable Diffusion 镜头画面生成 在离线环境中生成分镜头图

Canva (替代Adobe Express) 设计草图 利用Canva快速创建吸引人的视觉内容

LibreOffice Draw 分镜头绘制 替代Liblib进行本地操作

Runway ML 视频制作 校内服务器部署以确保稳定访问

D-ID (替代Haiper) 动态视频 将静态图像转化为动态片段

Stable Audio 音频生成 提供背景音乐和声音旁白

 

2.2技术适应性分析 

考虑到高校校园网络安全使用的特殊要求,教学团队特别

关注了所选工具是否依赖外网连接。对于那些需要频繁访问互

联网的工具,团队积极寻找不依赖外网连接或具有离线版本的

替代方案,如Stable Diffusion的本地安装包和Runway ML的校

内服务器部署。此外,还开发了一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如基于

Python的脚本模块,增强了教学互动性和个性化指导的可能性。 

技术适应措施 应用场景 具体实例

离线解决方案 确保离线环境下的操作 Stable Diffusion在无网络情况下运行

校内服务器部署 实现内部访问 Runway ML在校内服务器上部署

定制化软件模块 简化操作流程 Python脚本自动生成分镜头草图

 

2.3实验设计与实施 

为了验证选定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教学团队在部分班

级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点测试。通过实际课堂操作,收集师生反馈,

调整和完善教学流程和技术配置。试点测试不仅帮助识别潜在

问题,也为后续大规模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建立了一个多维度

的评价体系,从设计质量、创意表现及技术应用等多个角度全面

衡量学生的作品。 

2.4教师培训与发展 

教学团队组织了一系列专门的技术培训和支持服务让教师

更好地掌握AIGC工具的应用技巧。培训内容涵盖了工具的基本

操作、高级功能介绍以及常见问题解决策略。此外,还设立了在

线论坛和技术支持热线,方便教师随时交流经验和寻求帮助。鼓

励教师积极参与相关的学术会议和技术研讨会,保持对最新进

展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去。 

3 结果与影响 

引入AIGC工具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效率和技

术技能,同时促进了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并加深了学生对传统

艺术形式的理解。此外,这一改革还为持续改进提供了可能,并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3.1学生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通过引入AIGC工具,学生们能够更自由地探索创意边界。例

如,在使用图像生成平台WANX Lite时,学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手绘草图,而是能够快速迭代不同的视觉概念,这大大激发了他

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作品评估显示,超过80%的学生作品

展示了高度原创性和创新性,远超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表

现水平。 

3.2教学效率的提高 

AIGC工具的应用大幅提高了教学效率。以剧本创作为

例,ChatGPT帮助学生迅速构思完整的故事情节并提供多种风格

的写作建议,缩短了前期准备时间。自动化的分镜头绘制脚本也

使得原本耗时的手工绘制过程变得高效快捷。统计数据显示,

应用AIGC工具后,平均每个项目的完成周期减少了约30%,为教

师提供了更多时间进行个性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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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技术技能的增强 

学生的技术操作能力显著提升。他们学会了选择合适的工

具解决特定问题,并掌握了跨平台协作技巧。特别是在视频编辑

和音频处理方面,Runway ML和Stable Audio等高级软件的学习

使用,使学生具备了应对复杂多媒体项目的能力。据调查问卷反

馈,超过90%的学生认为自己在技术技能方面有了明显进步,这

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4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AIGC技术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许多任务需要多人

协作才能完成,如共同编写剧本或制作动画短片,因此学生们必

须学会有效沟通和分工合作。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他们的团队

意识,也为日后的职场生活打下了良好基础。 

3.5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新理解 

尽管AIGC技术强调自动化和智能化,但它并未削弱学生对

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相反,它促使学生深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对经典电影片段的分析并尝试用AI重现,学生获得了关

于构图原则、色彩理论等方面的新见解。一位参与实验的学生

提到：“借助AI工具,我开始从不同角度欣赏那些经典作品,发现

了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 

3.6持续改进的可能性 

在整个过程中,教学团队始终保持开放态度,积极接纳来自

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和技术配置。例如,在初

期试点阶段发现某些AIGC工具界面不够友好后,立即调整了相

关培训内容,增加了更多实操练习环节。随着新技术的涌现,计

划在未来版本中引入更多先进工具和服务,以保持课程内容的

前沿性和实用性。 

3.7社会影响与教育价值 

这项改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分镜头设计》课程的成

功案例吸引了其他学科的关注,推动了更大范围内对于AIGC技

术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探讨。通过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让更多人

认识到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实力与潜力,有助于促进文化创意产

业的发展。 

指标 传统教学模式 应用AIGC工具后

原创性和创新性作品比例 <50% >80%

项目完成周期 平均100小时 平均70小时(减少约30%)

技术技能提升比例 <60% >90%

团队合作参与度 中等 高

对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深度 基础 深入

课程优化频率 较低 高

社会关注度 有限 显著增加

 

综上所述,AIGC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还为未来

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专

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创新点 

4.1全流程自动化与多模态生成 

本课程通过综合运用多种AIGC技术,实现了从剧本创作到

分镜头设计再到短片制作的全流程自动化。利用文生文(Text- 

to-Text)、文生图(Text-to-Image)、图生图(Image-to-Image)、

文生视频(Text-to-Video)和图生视频(Image-to-Video)等技

术,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和质量。例如,在剧本创作方面,学生使

用ChatGPT等工具自动生成并优化剧本,确保故事逻辑清晰、情

节紧凑；在分镜头设计中,Stable Diffusion生成高质量的分

镜头图,使学生能够根据文本描述快速获得视觉参考；而在短

片制作环节,则通过Runway ML将静态图像转化为动态视频片

段,并结合Stable Audio生成背景音乐和旁白,实现完整的视

听体验。 

4.2跨时空叙事手法 

课程引入了跨时空叙事手法,通过多种视觉效果无缝连接

古今中外的阅读场景,展示了阅读对人类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具体表现为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在“书香世界：阅读的力量”

主题下,学生创作的短片不仅重现了古代书房的宁静氛围,还展

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图书馆、咖啡馆等地阅读的情景,形成了

古今对比的视觉冲击。同时,课程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独特的

阅读习惯和场所,如中国的书院、欧洲的古堡图书馆、日本的传

统茶室等,突出了阅读作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活动,其对不同文明

交流的重要性。 

4.3互动元素的融入 

为了提升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度,教学团队在短片中巧妙

地融入了互动元素。例如,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观众能够使

用他们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扫描影片中的特定画面,从而激

活并展示额外的信息或互动内容。虚拟角色互动则利用D-ID创

建虚拟角色,这些角色可以在影片播放过程中与观众进行简单

的对话或问答,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观看体验。此外,用户生成内

容(UGC)鼓励观众提交自己的阅读故事或创意,部分优秀作品有

机会被纳入后续版本的短片中,形成持续互动的社区氛围。 

4.4个性化学习路径 

利用AIGC技术根据分析结果生成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根据

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能力,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这可

能包括推荐特定的课程、活动、阅读材料和其他资源,以确保学

生能够在自己的节奏下学习。提高学习成效,并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对于已经掌握基本技能的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项目,

如复杂的动画制作或高级音频处理；而对于需要更多支持的学

生,则安排额外的操作演示和技术指导,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水

平。根据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推荐相应的在线课程、文献资料

和技术文档,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适合

自己的节奏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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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智能评估与反馈系统 

建立了智能评估与反馈系统,能够实时监控学生的作品进

度,并提供即时反馈和改进建议。基于预设的标准和算法,系统

可以对学生提交的作品进行初步评分,指出优点和不足之处。结

合AI分析结果,教师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辅导计划,帮助他们在

薄弱环节上取得突破。通过多次修订和调整,确保最终作品的质

量达到最佳状态,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 

4.6数据驱动的教学改进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收集并分析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习

行为和成果数据,从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以指导教师不断优化

教学策略。通过分析学生使用AIGC工具的行为模式,识别出哪些

环节容易出现困难,并针对性地加强相关培训。根据不同学生的

进步情况,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的反馈报告,指出优点和需要改

进的地方,帮助学生明确努力方向。合理分配教学资源,如安排

更多的实战练习、邀请行业专家讲座等,提高整体教学效果。 

4.7社会影响力评估 

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社会影响力评估体系,衡量AIGC技

术应用于《分镜头设计》课程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统计学生作

品在网络平台上的传播量和影响力,评估其对传统文化推广的

作用；调查公众对这类创意短片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了解其对提

升全民艺术素养的贡献；分析毕业生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的比例

及其职业发展状况,探讨教育改革对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不仅展示了AIGC技术在《分镜头设计》课程中的广

泛应用前景,还为未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些

创新措施不仅提升了教学质量,也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专业

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基于AIGC的设计教育模式不仅能

够提高教学质量,还能够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未来,随着更多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这项改革有

望进一步深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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