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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至19日，首届“艺术人文教育论坛”在中

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召开。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科

技教育司指导，中国美术学院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艺

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和美育研究院承办。

本论坛召集了来自全国的长江学者、高校领导及

一线教师等，分为主旨演讲和青年论坛两个模块，共

同围绕“艺术人文教育在当前面临的问题、理念与实

践”和“艺术人文教育与新文科建设”两大议题展开研

讨。

ChatGPT也在论坛中屡屡被提及，本期我们整理

了几则相关的主旨演讲，分享与会学者在人工智能时

代对于艺术人文教育的看法与建议。

金一斌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以艺术促进社会的变革和美好》

艺术人文教育需要思考四点问题：

一是当前艺术人文教育存在的功利化导向问题，

传统的艺术教育模式忽视艺术创作的深层内涵和文

化内涵，艺术教育的功利化导向忽视了艺术教育的人

文属性，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

影响。

二是艺术人文教育要回归到“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艺术人文教育更强调艺术能力与人文精神

的整合，使其具有将艺术的知识、技能综合运用于个

人生活以及社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应致力于营造

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和尊重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成为具

有创造力、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三是艺术人文教育要积极应对ChatGPT等人工

智能、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从哲学、伦理等角度深入

探讨数字技术在人类文化和艺术中的作用和意义。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上手的劳

作与实践的体悟，引导学生深入探讨艺术与社会、文

化等方面的关系，加强对学生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培

养。

四是艺术人文教育要提升“艺术介入社会”的行

动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将所学的艺术技能和知

识应用于社会实践中，以艺术促进社会的变革和美

好。艺术人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艺术

家，更要让学生成长为社会责任感强、积极参与社会

建设的公民。

周宪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美育学科的想象力》

在美育推进过程中，最大问题是道和技。普通高

校美育以道为先，而艺术院校以技为先，这出现了两

种不同文化，美育则位于两者中间，使之达到平衡。

技是一种编码，道是一种解码、一种良好的判断力，美

育是“艺术技能+人文教育”的基本建构。基于学科

的艺术教育，需要有艺术批评、艺术史和美学。

在美育工程中，有两种技与道融合的路径：一是

外嵌型，要从综合性大学做美育，培养学生的习惯，提

升课程设置，推出艺术哲学类课程、讲座，分享综合性

大学人文资源；二是内生型，要将人文的东西融入到

技能中，技与道相融合，史论教师跟技能教师联袂。

ChatGPT 对于人文的定义是：人文是使我们成

为人的特质或属性，包含了指引我们走向同情、良善、

共情和理解的价值观和原则，还包括通过语言、艺术

和文化独特的思考，通过艺术来独特思考、推理、创造

和表现我们自己的能力。我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好。

人文就是要培养胸襟广阔、精神和谐、趣味高尚、人格

健全，有智慧和原创性的人。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人

文主义、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共同构成了人文的含义。

“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和人文对立起来，像Chat⁃
GPT，我们应该去了解它，应该跟着它一起成长，这样

我们的人文才有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回到过去。”

杨燕迪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音乐学院院长

《新时代音乐与艺术教育：当下议题与前景展望》

音乐教育过于注重“技”而轻视人文性的“道”，其

解决方法有：

第一，艺术人文教育需从瞄准经典作品出发，深

入而不宽泛，贯穿作品本身，凝练艺术家个人艺术风

格，并思考如何把道和技贯穿于重大意义作品的教育

中，而不要仅仅从一些概念、概论、泛论谈论艺术。

第二，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带来

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贴合学科目录调整内容，在尊重

本身学科格局的基础上重视理论学科，把关好艺术实

践类专业博士培养方案。

第三，艺术和人文教育如何面对 ChatGPT 等人

工智能，这是我们必须要严肃思考的。创作和研究领

域，马上会面临挑战，我从音乐角度预测，在创作实用

音乐、商业音乐、电影音乐等等，它可以很快达到中上

水平，挑战人类；但音乐实体表演这件事目前不会被

替代。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教育，最不能替代的是个

人性——个人的感悟直觉、心灵是艺术的根本。因

此，如何孕育、如何培养、如何发展我们的个人性，这

是艺术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人文教育与当代戏剧艺术》

专业艺术教育院校较于普通艺术教育的区别在

于高端艺术人才培养，即艺术教育成功与否不仅和艺

术理念的普及推广有关系，更在于是否培养出具有标

志性人才。实现这样的一种艺术教育目标需从教育

手段、方式考虑。上海戏剧学院创立初衷缘起人文，

艺术教育中不仅要重视实践和艺术经验的积累，也要

发展软性的人文力量，注重观念的力量，培养深厚的

人文底蕴，迎接机器的挑战。当下艺术院校的通识课

教学，要让教师和学生共同读书，共同进入人文领域。

“大家千万不要轻视人文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尽管这是软性的，但这个软有时候比硬并不见

得价值是低廉的，这个我要跟ChatGPT较量一下。”

彭锋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长江

学者

《文科危机背景下艺术何为》

人文学科的危机由来已久，这给艺术学科敲响警

钟，而跨学科研究可为艺术学科注入活力，助其摆脱

危机。北京大学近年来积极自救文科艺术工作，探索

文理交叉学科。例如建立本科元培学院，智能人文与

社会研究所等这样的交叉研究院，以及设立新的跨学

科专业“艺术史论（计算艺术与设计方向）”等，尝试通

过跨学科合作摆脱面临的危机。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要让人作为人活着，需要

用艺术来保持我们作为人活下去的一些特质，艺术肩

负让人成为人的重任。以作曲为例，我们人类作曲

时，我有我的感情，我有我的体会，我有我的心理经

验，这都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今后在

所有的领域，如果要作为人活着，艺术是不能取代

的。”

（以上内容为本报见习记者施涵予根据现场录音

整理，部分来源中国美术学院，未经本人审阅）

人工智能时代，
艺术人文教育怎么做

3 月 24 日，由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院、学报

编辑部联合主办的“AIGC：数字世界的未来”学术论坛

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馆举行。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高洪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副院长吕品晶、邱志杰分

别主持论坛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工信部信发司软件处

副处长贾广宏出席论坛。

中央美院党委书记高洪在致辞中表示，我们选择

在美院校史馆举办“AIGC论坛”，就是希望站在历史与

未来交汇点上探讨数字世界的未来，思考如何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

针对未来艺术教育的着眼点这一问题，高洪强调，数

字技术不能替代院校和老师对学生文化底蕴、人文情

怀、艺术品位、创新意识、心胸格局、表达风格等方方面

面的培养。我们要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世

界文明成果培养学生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要用对祖国

人民的大爱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培养学生形成真切的

人文情怀；要用人类艺术巅峰之上的艺术成就和对美好

生活的执着追求培养学生形成高雅的艺术品位；要将对

世间万物的深刻理解和解决人类发展面临问题的敏锐

洞察培养学生形成持续性的创新意识；要用纵横历史长

河的深邃眼光和横贯世界风云的宽广视野培养学生形

成博大的心胸格局；要利用前辈先生们创造的丰富经验

和具有鲜明个性的艰苦探索培养学生形成个性鲜明的

表达风格。这是当代每一位优秀的艺术家、设计师应具

备的综合素质，也是我们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并应用数

字技术提高效能，面向未来所应做的准备。

副院长邱志杰在开幕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人工智能

加速发展，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概念逐渐广为人知，

艺术界也开始和人工智能发生密集地碰撞。2020 年，

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科技艺术研究院，人工智能艺术是

其中重要的板块和课题。邱志杰希望各位专家就当前

AIGC发展形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展开研讨，不断深入

推进学术进展，了解各自的研究动态，为下一步合作搭

建桥梁。同时也希望通过论坛，进一步深化学校在人工

智能方面的教学、科研探索和思考，为我们迎接即将到

来的、巨大的 AIGC 浪潮做好准备，形成知识和探索思

考的共同体。

与会专家就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与通用人工智

能AGI以及元宇宙发展的演进、数字技术的利用等等进

行了演讲和分享。

在论坛讨论环节，现场听会的师生们踊跃向与会专

家学者提问，就“人工智能绘画是不是艺术”、“AI 技术

能否催生新的艺术表现形式”、“AI 个人定制与共同体

意识”、“人类是否需要个人智能电影”、“教育行业未来

的人才培养如何应对新的挑战”等话题与专家们展开了

持续讨论，并交流了个人结合 AI 技术在创作及研究中

所遇到的发现和瓶颈，现场形成热烈的学术讨论氛

围。 （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央美召开学术论坛研讨
AIGC：数字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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