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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融合视域下生成式AI 赋能中职学校美育浸润的策略研究
许燕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河南 洛阳 471013

摘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速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不断推动教学变革。中职学校美育教育因其学生个体
的多样性与职业特性，亟需在教育模式、资源整合和教学方法上寻求创新路径。基于学科融合的视角，生成式 AI 以其跨领域的知
识综合能力与创造性，赋能美育浸润行动，拓展了教学场域的边界。本文探讨生成式 AI 在中职学校美育中的创新路径，构建“技
术赋能、学科融合、场景优化”的策略框架，为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创新能力和人文涵养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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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its in-depth application in the education field ha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eaching reform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students and their v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rgently needs to seek innovative paths in educational models,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generative AI, with its cross-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egration ability 
and creativity, empowers aesthetic education infiltration actions and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teaching field. This paper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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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作为中职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载着提升学生审美能力、激发创新潜力、
培养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功能。然而，受限于传统
课程设计的局限性和教学资源的地域差异，美育
教学常被简单化处理，甚至在某些地区沦为“可
有可无”的存在。报告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社会”，进一步强调美育在新时代育人
目标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以 ChatGPT 为
代表的生成式 AI 以其强大的文本生成、知识整
合和多模态交互能力，为职业教育的改革注入了
全新动力。生成式 AI 以“文生图”“文生视频”
等方式，为美育教学提供了极具创造性的工具和
资源，显著降低了艺术创作的技术门槛。对于教
师而言，也帮助他们突破了传统美育教学的内容
局限，并借助多学科交互构建新的教学范式，为
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表达 [1]。因此，
从学科融合的视角出发，探讨生成式 AI 赋能中
职美育教育的策略，有助于探索一条兼具技术理
性与人文关怀的美育实践路径。

一、生成式 AI 赋能中职学校美育的价值意
蕴

（一）丰富教学资源，推动跨学科协同
生成式 AI 借助大规模语言模型与多模态生

成技术，能够整合美术、音乐、历史、设计等学
科资源。教学中，教师们可以借助生成式 AI 分
析传统文化元素，为学生生成具有艺术性和文化
深度的教学内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美育
课堂。同时，AI 的多模态能力支持将文本与图像、
视频、声音等形式进行高效转化，使美育课程不
再拘泥于单一形式。

（二）降低技术门槛，激发学生创造力
生成式 AI 提供了交互性极强的创作平台，

例如借助 MidJourney 生成艺术图像，学生无需
具备专业绘画技能即可完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作
品。此外，AI 还可为学生提供即时反馈与优化建
议，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推动其审美创造能力的
提升。

（三）打破时空限制，营造沉浸式体验
生成式 AI 通过 VR、AR 等技术，将学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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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动态的美育场景。在结合 AI 生成的 3D 虚拟环
境中，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敦煌壁画的历史
之美，或者亲身体验传统非遗文化的制作过程，
以更加浸式的体验去增强学生的情感共鸣，提升
教学效果 [2]。

二、中职学校美育中的生成式 AI 风险审视

尽管生成式 AI 的应用潜力巨大，但其带来
的潜在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一）内容偏差与文化风险
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源往往涵盖了多种

文化和语境，而这一复杂性在教育场景中可能转
化为文化内容的偏差甚至误导。目前。许多生成
式 AI 模型的核心数据集以英语文本为主，西方
文化内容占据较大比例。如果这一技术在涉及民
族传统文化的教学中直接使用，其生成的内容可
能会带有隐性偏见或文化单一性，会弱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深度，还可能将学生引向文化
理解的误区。此外，生成内容如缺乏与特定文化
背景的紧密联系，可能导致学生对文化符号和历
史情境的认知出现断裂 [3]。比如，在介绍中国书
法时，AI可能偏重其视觉美感而忽视其文化内涵，
这种片面的输出或许会让学生将传统文化简单化
为表面的艺术形式，而难以深入理解其中的精神
传承。

（二）学生主体性削弱
生成式 AI 以其强大的生成能力和便利性，

的确能帮助学生快速获取内容或完成创作，但如
果对技术的依赖过度，则可能抹杀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逐步削弱其作为学习主体的核心地位。当
学生在课堂中习惯性使用 AI 生成的画作或文章
时，可能逐渐放弃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将生成内
容视为“终极答案”。这种状况下，学生的创造
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可能受到严重制约，他们在
完成任务时更倾向于“快速复制”，而非“深度
构建”。尤其在美育教学中，生成式 AI 所呈现
的“完美作品”容易让学生产生“无法超越技术”
的无力感，进一步降低其尝试原创的意愿。

（三）数据安全与伦理挑战
生成式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涉及

到大量学生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而这一过程如果
缺乏严格的规范性管理，则可能引发数据安全和
伦理问题。学生数据，包括学习行为、审美倾向
和个性化特征，既是教学优化的重要依据，也是
隐私泄露的潜在风险点 [4]。如果这些数据被不当
使用，例如用于商业目的或在未授权情况下被第
三方获取，不仅会损害学生权益，还可能导致严
重的信任危机。此外，生成式 AI 在数据存储和
算法训练过程中，难以完全排除偏见或歧视性输
出的可能性，这种隐性问题在教育情境中可能进
一步放大。

三、生成式 AI 赋能中职学校美育浸润的策
略研究

基于生成式 AI 的特点及其在中职学校美育

中的应用潜力，本文提出以下策略：
（一）建立生成式 AI 驱动的多学科融合教

学平台
要推动生成式 AI 赋能多学科融合，智慧化

教学平台的构建必须以学生的体验优化和教师的
教学效能提升为核心。平台的设计不仅是技术的
集合，更应该深刻契合教育规律，打破学科间的
壁垒，真正实现知识与技能的交互与贯通。例如，
将美术课程中的视觉表达与文学课程中的叙事艺
术结合，利用生成式 AI 的文本到图像生成功能，
将学生的诗歌创作转化为动态视觉艺术，不但能
让学生对艺术表达有更直观的感受，还能帮助他
们从多个角度理解文学的情感内涵与艺术表现
力。在这样的场景中，教学平台需要具备对学生
输入数据的快速分析能力，例如识别诗句的情感
倾向或绘画风格偏好，并实时生成多样化的可视
化作品供学生选择和修改。为了增强学科融合的
深度，还可以设计跨学科的专题任务，比如将音
乐与设计结合，引导学生探索中国传统乐器的音
色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创意在一堂课中有机地联结起来。

资源库的建设是智慧化教学平台的关键组成
部分，它需要具备强大的扩展性与动态更新能力。
整合生成式 AI 生成的优质内容，以及从教师和
学生实际教学过程中积累的优秀案例，能够形成
一个动态增长、适配性强的教学资源生态体系。
比如，平台可以存储历年师生共同创作的数字作
品，并在后续教学中作为参考资料进行调用，以
激发新一届学生的创作灵感。资源的分类设计应
特别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不同需求。例如，教师可
以基于教学主题快速搜索到与课程内容匹配的多
模态素材，而学生则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浏
览与特定艺术形式或文化主题相关的资源。这种
资源库不仅服务于课堂教学，也为课后拓展提供
了丰富的可能性，例如开放“虚拟展览”功能，
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多学科融合带来的学习
成果，赋予课堂更多的可能性，为中职学校美育
教育的未来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二）构建“教师 - 技术 - 学生”协同育人
生态

在生成式 AI 驱动的教育场景中，“教师 -
技术 - 学生”的协同关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
定义。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技术的组
织者与文化价值的引领者。因此，提升教师对生
成式 AI 工具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是重中之重。针
对这一需求，可以设置由技术专家和教育研究人
员联合举办的培训工作坊，涵盖从技术操作到教
育情境设计的多个层面 [5]。教师在掌握 AI 工具
基础操作的同时，更需要熟悉如何基于具体教学
目标选择合适的 AI 应用方案。例如，在一节探
讨情感表达的音乐课程中，教师可以使用 AI 工
具分析经典乐曲的情感特质，并利用这些分析结
果指导学生的音乐创作。平台还可以为教师设计
教学案例和评估模型，帮助他们更准确地衡量学
生在美育学习中的表现，以协作为核心的生态设
计让技术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成为教师教
学的“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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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学生层面，生成式 AI 不仅是一种创新
工具，更是与其潜能相互激发的重要学习伙伴。
学生在 AI 的辅助下，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
器”，而是能主动参与知识创造的学习主体。为
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发挥个性化表达的潜力，可以
设计分层递进的学习活动。初学者可以从简单的
任务开始，例如利用AI生成短篇文字或绘画草图，
逐步积累对技术的熟悉程度；而更高阶的学生则
可以挑战跨学科的复杂任务，例如结合 AI 生成
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设计理念，创作一件集文学、
视觉艺术与音乐为一体的数字作品。教师在这一
过程中扮演的是引导者与反馈者的角色，不仅关
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还需要启发他们思考 AI
生成内容背后的文化逻辑和艺术价值。在这种深
度交互中，学生不仅可以体验到“人机共创”的
乐趣，还能逐步培养对文化与艺术的批判性思维，
最终实现从技能到价值观的全面提升，以协同育
人生态的构建，为生成式 AI 在教育中的应用树
立范例。

（三）强化生成式 AI 美育场景设计
生成式 AI 的优势在于其极强的内容生成能

力和多模态交互特性，而这一特性在美育教学场
景中的应用，完全可以打破传统课堂的时间与空
间限制，打造更加生动、直观且充满沉浸感的学
习体验。结合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
技术，可以建立一个多维度的美育教学场域，使
学生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全面感知艺术与文化
的魅力。例如，在虚拟博物馆场景中，AI 生成的
动态解说不仅能够补充文物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背
景，还能结合图像生成技术模拟文物的原始形态
与使用场景，帮助学生建立更为全面的历史认知。
该设计不单是对传统教学内容的延伸，还可以借
助动态可视化的方式，使枯燥的文化知识变得更
具吸引力。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在 AI 的辅助下参
与“文物修复”的虚拟任务，尝试为残缺的青铜
器绘制修复方案，或是调整传统壁画的色彩还原，
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增强他们对文化遗
产的情感连接。

与此同时，虚拟工坊的设计应注重学生的参
与感和互动性。以非遗文化的技艺传承为例，AI
可以模拟复杂的制作流程，将传统工艺的技法步
骤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展现给学生，例如用动画模
拟陶瓷拉坯、雕刻和烧制的过程，再让学生在
交互界面中尝试“制作”属于自己的陶瓷作品。
在此过程中，AI 不仅能提供实时反馈，如修正学
生在拉坯过程中的力度偏差或雕刻线条的形态不
对，还能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建议。此外，这样的
场景设计还应融入更多元的艺术元素，形成学科
交叉的学习机会，比如结合音乐课程中的传统乐
器，设计一个虚拟的“民族乐器工坊”，让学生“组
装”属于自己的乐器并模拟演奏效果。这些场景
的价值不仅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
是使他们在实践中对文化和艺术的传承有了更深
的理解和认同。

（四）健全技术伦理与安全监管体系
生成式 AI 在美育场景中的应用为教学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创新，但与之伴随的技术伦

理问题与数据安全隐患也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美
育场景涉及学生的学习行为、文化偏好等敏感数
据，合理规避因数据滥用或泄露带来的风险至关
重要。在实践中，应明确数据采集与使用的边界，
制定全面透明的数据使用政策。例如，在平台设
计时，应对学生的行为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同
时设立专门的审核机制，对每一次数据调用的目
的、范围和后续管理进行严格把控。针对 AI 生
成内容的审核流程，应当引入人机协同模式，由
技术团队和教育专家共同制定审核标准，将生成
内容的科学性、艺术性与文化准确性作为核心评
价指标，避免因算法偏差或数据来源问题引发内
容失真或文化误导，为美育教学的长效推进提供
更安全的环境。

AI 在美育中的内容生成需高度重视本土化设
计与文化语境的适配性。国际化技术背景下生成
的内容可能因文化差异而显现出不一致的价值导
向，甚至可能与中职学校的美育目标产生冲突。
因此，必须加强本土文化元素的注入与对西方化
内容的调控，保证生成内容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例如，在教学平台中，可以
优先植入中国传统美术、非遗技艺和民族音乐的
内容素材库，指导生成式 AI 在内容设计时优先输
出与本土文化相关的教学资源。同时，还需要建
立一个动态监测机制，定期审查 AI 生成的内容是
否符合教育目标，并对偏离文化立场的内容进行
及时调整。这些策略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 AI
技术的教学应用，并以文化价值引领技术方向，
使生成式 AI 真正成为促进美育创新和文化传承的
有效工具，而不是偏离育人初衷的技术尝试。

四、结语

生成式 AI 为中职学校美育教育提供了全新
的视角与路径，其在资源优化、教学创新和学生
创造力培养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然而，美育
的本质在于“以美化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学
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生成式 AI 赋能美
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技术为用、育人
为本”的理念，依托跨学科的融合和技术伦理的
审视，构建更加开放、高效、智慧的美育教学新
生态，为新时代中职教育注入更强的创新活力与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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