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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

（2022年版）》明确要求拿出10%的

课时开展跨学科学习或跨学科实

践活动。[1]同时，信息科技与艺术的

学科内容伴随着人类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的发展得以不断地充实。

特别是在“新媒体艺术”创作的加

持下，信息科技与艺术两门学科展

现出高度的融合性，在课程教学上

产生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并在育人

价值上体现出诸多的契合性。[2]		

	●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教学

设计

信息科技课程要培养的核心

素养包括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信息社会责任。艺术

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包括审美感

知、艺术编写、创新实践、文化理解。

基于信息科技学科与美术学科的核

心素养开展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跨

学科项目式学习设计如下图所示。

“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来自

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学生制作自己的

校园漫画书的真实任务。该项目式

学习让学生以自己或身边的校园故

事为基本漫画剧情概要，分析适合

的漫画风格，绘制漫画，并通过编

辑软件对漫画画面进行剪辑，最后

分享作品。

在信息科技方面，学生已经系

统学习了基本的绘画软件和办公

软件，对数字艺术作品有着比较深

入的理解，对设计排版也比较熟

悉。但是，制作漫画书对学生依然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以在任务设

计上要求学生采用小组合作模式，

彼此协同研究。在美术方面，学生

有过设计动漫形象的学习体验，对

卡通、动漫形象的特点、设计过程

和方法已有初步理解。然而，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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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新的课题，是具有故事性的图

画，需要创作剧本，绘制多个画面。

基于上述学情，教师可以结

合技术赋能的思想，在创作漫画

故事与漫画画面的任务中引入

ChatGPT。小组成员通过云端技术

协作探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漫

画制作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弱化学

生亦步亦趋的笔触学习，加强学生

对美术学科理论知识高阶思维的

原创性思考。

	●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教学

实践

1.素养引领，情境真需求

信息科技教师：分享几幅精彩

的漫画作品，与学生进行初步互动

的同时了解学生对漫画的熟悉程

度。随后，邀请学生参加学校的文

化艺术节，在学校漫画长廊中展示

自己的原创漫画作品，引出本节课

题—人人都是艺术家。

设疑一：漫画是什么？漫画作品

是怎么设计的呢？有哪些步骤与注

意事项？信息科技的书本里没有答

案，怎么办呢？让我们去艺术的世界

寻找答案。（第1次学科知识轮换）

美术教师：讲解漫画在中国的起

源（丰子恺），与学生一起交流漫画内

容（单幅、四格漫画），介绍漫画的四

步创作流程—创作剧本、绘制漫

画、编辑排版、发布作品。教师分发漫

画设计任务书，学生分组完成任务。

2.巧借AI，智能巧创作

（1）初探AI-搭画快写

任务一：1分钟写出自己漫画

的题目（学生可以完成），1分钟写出

500字的漫画故事剧本（学生不能

完成）。

设疑二：如何1分钟写出500字

剧本？信息科技有答案。（第2次学

科知识轮换）

信息科技教师：介绍基于

ChatGPT的AI文章生成器—搭

画快写（www.dahuaba.com)，并

讲解“搭画快写”的使用方法，让学

生操作练习。（完成任务一）

设疑三：如何以剧本来绘制漫

画？绘制漫画需要先学习哪些知识

呢？请美术老师讲解。（第3次学科

知识轮换）

美术教师带领学生赏析不同

漫画的风格，帮助学生确定自己漫

画人物的风格，找到自己漫画风格

的关键词。随即引出任务二：1分钟

创作出自己的漫画作品（学生不能

完成）。

（2）再探AI-图片生成

设疑四：漫画书由多幅漫画组

成，如何快速生成呢？（AI人工智

能）（第4次学科知识轮换）

信息科技教师：介绍AI图片生

成器—AI大作。带领学生递进

式体验AI大作，①输入创意描述，

确定算法模型，体验AI生成图片；	

②修改创意描述中的关键字及算法

模型，AI生成不同风格的图片；③不

断完善创意描述，得到的图片会越

来越精美，越来越符合预期。

学生操作练习，完成任务二，

教师巡视指导。

通过具体的实践，学生讨论AI

的特点有哪些，信息科技教师根据

学生回答，整理出AI的优点有高效

性、智能化等。

3.云端协作，合作共收获

任务三：将AI生成的文字素材

和图片素材进行设计排版。

信息科技教师：提问—可以

运用哪些软件进行设计排版？介绍

团队合作的两种形式：①每一步骤完

成之后再进行下一步骤；②每一步骤

完成一部分后，下一步骤即开始。要

求学生选择效率更高的合作方式开

展合作学习。

教师同时展示云存储的特点，

指导学生将自己的项目内容实时分

享到云端给其他成员使用，小组协

作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三）

学生活动：在作品完成后，每

组进行作品展示，学生们用焦点系

统进行投票（完成任务四）。全班选

出最优作品代表班级参加本次校园

文化艺术节。

4.辨析AI，想象促创新

信息科技教师：提出问题—

在制作自己的漫画时，体会到人工

智能有什么优缺点？AI的技术还可

以运用到哪些地方？

学生围绕问题畅所欲言，分享

AI的优缺点。

设疑五：AI可以在如此多的方

面帮助我们，那么，在人工智能的世

界里，是否还需要艺术家？用智慧

课堂教学系统进行投票作答。（第5

次学科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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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组织学生辩论交流，最

后总结本课，升华主题：人工智能

的应用归根到底是对人类思维高

度的精准模仿。如果人类没有丰子

恺，AI永远无法生成丰子恺的美

学；如果人类没有梵高，AI永远无

法生成梵高的星空。所以，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

通过小组讨论，在AI优缺点的

辩论中，让学生理解艺术与技术的

辩证统一，引导学生在智能时代树

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及价值观。

	●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教学

启示

在课程结束后，运用问卷对学

习效果进行调查反馈，从调查结果

可知，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跨

学科项目式教学是比较欢迎和认可

的。在项目式学习中运用跨学科知

识的教学模式切实促进了学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但在教学实践中有以

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跨学科中显性的“跨”

只是教学的手段，隐性的“融”才是

教学的目的。跨学科项目式教学内

容的设计要以学生的兴趣需要和

经验为起点，符合学生认知发展

规律。

①跨学科的授课内容要“融”。

跨学科的基石是某一门学科，学生

在学习中、教师在教学中，真实地发

现本学科的困境，需要其他学科知

识的补充，跨学科便自然产生了。以

“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为例，学生

既要熟悉AI工具、云端协同办公的

过程，又要拥有漫画的基本知识及

对美的认知—倘若学生不会使

用AI工具，不理解生成式AI的过程

与控制，即使熟练掌握绘制漫画的

技巧，也来不及完成整本书的绘制；

倘若学生不了解漫画，没有扎实的

美术理论知识，面对海量的AI数据

则会迷失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的数

据筛选。

②跨学科的授课教师要“融”。

项目式教学可以多位教师同台授

课，也可以一位教师单独授课。若

是多位教师同台授课，在授课之

前，教师们要协同备课，清楚彼此

的教学进度，同时尊重每门学科的

育人价值，切勿将某门学科降为工

具性使用。在授课时，多位教师要

共同支撑整堂课的教学—特别

是在学生讨论、实操的过程中，所有

教师都要参与其中。

第二，跨学科项目式教学是以

具体项目为依托，帮助学生在学科

知识大融合的背景下建构个人的知

识框架。所以，教学的最终落脚点

必然是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不断提升。

①生成式人工智能跨学科项

目式的学习加强了学生对“过程与

控制”的理解，使学生认识到“过程

与控制”的特点与规律，增强了学生

知识的迁移能力，为学生在智能时

代的生活做好了准备。

②生成式人工智能跨学科项目

式的学习落实了学生对“设计·应用”

的艺术实践。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

中，课程项目任务倒逼着学生学习美

术家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同时，

在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中，锻造了学生

的审美感知能力、艺术表现能力。

跨学科项目式教学，从线上

到线下，连接着学生的课前课上

课后，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更有效地促进和改善了学生学习

的质量。笔者认为，跨学科学习在

“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之

间找到了最大的契合点，在这样的

教学样态下，教师既要及时跟踪、

施教、反馈，又要做到“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以促进学生

高阶思维的展开、有意义学习的持

续发展[3]，并为其终身学习打下坚

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8. 

[2] (美)迈克尔·拉什.新媒体艺术[M].俞青，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3]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20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