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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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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基于人工智能赋能视角可以逐步促进高校摄影教育评价体系

完善，促进教育变革发展，进而提升高校摄影教育水平和质量。所以，为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高校摄影教

育，论文围绕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的完善和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重措施推动人工智能融入高校摄影教育

评价体系建设中，从而助力提升高校摄影教育水平以及质量的不断优化提升，助力强化高校育人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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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it 

is possible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thus enhanc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 - depth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photograph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elp strengthen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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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校摄影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融入有助于实现教育创新，促进高校摄影教育井然有序的进行。人工智能技术与高校摄

影教育的融合，同样也有助于丰富高校摄影教育评价形式，从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去获取多元教学评价指标，进而从学生知识技能、创

新思维以及实践能力等多个角度出发对学生的摄影综合素养进行评价反馈，进而结合评价反馈结果促进高校摄影教育变革创新，以此来

提升高校摄影教育质量和效果，高质量完成高校人才培养任务。

一、人工智能技术对高校摄影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技术在摄影教学中的应用与革新

在高校摄影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融入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高校摄影教育的创新，

提升高校摄影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在实际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辅助高校摄影教学的有序进行，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学生

提供智能化的摄影指导以及后期处理工具。例如：人工智能算法

在高校摄影教育中的融入，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实时化的分析摄影

场景，进而基于摄影场景为学生提供曝光、对焦以及白平衡等方

面的参数调节建议，这样既能够促进学生适应能力的提升，也有

助于促进高校摄影教学创新。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激发学

生的摄影创作灵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行自动化的图像生

成、草图创作，这样既能拓展学生的摄影创作思路，也提高了学

生对摄影专业知识的学习效率。

（二）人工智能技术对摄影教育理念的冲击与重塑

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高校摄影教育，给高校摄影教育理念带来

了一定的冲击和重塑效应。在传统的高校摄影教育中，教师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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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学的重点放在摄影技巧以及后期处理能力的培育方面，尽管

这些能力极其重要，单纯具备这两项能力也并不足以强化其职业

竞争力。如创新思维、创意思考往往对学生摄影作品的创作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学生创意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进行培育要求

教师能够在教育中融入人文关怀、艺术鉴赏等多重教育内容，因

此传统的高校摄影教育也往往难以满足学生的艺术能力成长需

求。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的融入则能实现教育变革，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能够实现人文元素的融入，并且辅助学生进行艺术鉴赏，

这样既提高了摄影教育质量，也有助于促进教育创新，达到提升

高校摄影教育水平以及质量的效果。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
意义

（一）促进摄影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中要大力构建完善的教育评

价指标体系，从而通过评价指标体系反映高校摄影教育效果和质

量。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则对高校摄影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起到

了促进作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形成更加全面化、多维度的

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全方位反映高校摄影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精

准评估教学成效，为提升高校摄影教育水平和质量提供数据参

考 [1]。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也能够形成对

教师的激励，进而促进教师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断革新，如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可以构建起更具互动性、更具趣味性的摄影教育模

式，同时又能实现对教育过程的多维评价，进而助力强化高校摄

影教育质量，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水平。

（二）引导学生摄影能力与素养的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建设能够形成

对学生的引导作用，进而基于评价结果引领学生针对性的强化摄

影能力以及专业素质，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效果。在实

际中，构建起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能够针对学生的视野能

力以及素质进行综合性评价，如评价学生的知识技能、创新思维

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多个维度，同时又能结合学生在每个维度

的具体表现情况而反映出学生的发展潜力、摄影专业知识以及实

践能力情况等，进而结合评价结果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引领和

教育，促进学生适应能力与素质的发展 [2]。例如：在知识技能层

面，可以基于评价结果去强化学生对摄影基本原理和技巧的掌

握，同时又能带领学生学习和了解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拍摄以及后

期处理等实操方法；在创新思维方面，可以引领学生基于独特视

角去进行创意表达，通过镜头语言传递思想情感，这样既有助于

提高学生适应能力，也强化了学生专业水平，进而高质量完成高

校摄影教育任务。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
挑战

（一）技术更新换代快所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评价体系建设融入人工智能

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实现教育评价创新的关键。但是，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摄影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也面临着技术更新换代

所带来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高

校摄影教育评价体系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及时进行技术的

更新迭代，而技术的更新迭代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 [3]。

例如：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技术

在摄影领域中的应用也开始从传统简单的图像识别、分类拓展逐

步发展到更加复杂的图像生成以及风格迁移等方面领域中，这些

技术不但促进了传统摄影的创作方式变革，也对于摄影教育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也需要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跟随着不

断更新，在此基础上才能适应技术创新发展与变革，这一过程既

需要高校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也要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践和

适应，在此基础上才能强化高校摄影教育质量和效果。

（二）评价标准构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难题

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中，保障体系的科学化、合

理化是关键，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提升高校摄影教育水平的重

要一环。在实际中，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摄影教育领域中的融

入，也使摄影教育的目标变得更加多元化、复杂化，不但需要培

育学生的摄影技能、拓展学生摄影专业知识，也要注重学生的创

意思维、人文关怀以及艺术鉴赏能力等多维度的能力培育 [4]。因

此，在构建教育评价标准体系阶段如何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具体

化、可衡量的评价标准也成为一大难题，对于高校教育标准评价

体系建设产生显著影响。

（三）人工智能伦理与版权问题带来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摄影领域之中的广泛运用，也会带来一定的

版权与伦理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成为高校摄影

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在实际中，人工智能技术辅

助摄影创作要充分明确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版权归属，这也是在

这一领域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例如：若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指令输出的方式一键生成图像，这些图像的版权归属则成为

一大难题，并且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摄影艺术创作中也会引发伦理

问题，如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缺乏人类情感和创造力，因此又

会引发对摄影艺术本身价值的讨论 [5-7]。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会导致

高校在构建摄影评价标准体系阶段面临诸多难题，如何充分考虑

到各个维度问题，并且要保障所构建的评价标准体系符合伦理与

法律规范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四、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

对策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质量和水

平往往取决于师资队伍，教师的良好专业素养以及教学能力也直

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尤其是人工智能与高校摄影教育之间

的结合日益密切，也对于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所

以，要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从而确

保高校摄影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的有序进行 [8-10]。首先，需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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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摄影专业教师开展大力培训，如组织开展专题讲座、学

术研讨以及主题工作坊等多种专业培训形式，使教师群体能够了

解和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在摄影领域当中的应用，从而通过这一措

施为后续的高校摄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持，提

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二）整合多方资源，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人工智能时代下，为切实推动高校摄影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的

有序进行，同样也需要加强多方资源的整合，从而基于资源整合

去推动科学化、合理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建设，进而保障高校摄影

教育井然有序的进行 [11]。在实际中，需要高校对于教育资源、技

术资源以及行业资源等进行深层次的整合，例如：高校要加强与

区域摄影协会、城市摄影工作室、摄影器材厂商等方面建立起相

互合作的关系，从而通过多方之间的深入合作去共同促进高校摄

影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在这一环节中可以由各方相互商讨，

去共同探索评价标准体系的建设形式，这样既能保障评价体系的

适应性和针对性，也能形成对高校摄影教育的科学评价 [12-14]。同

时，在高校中也要积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去促进教育评价标

准体系建设，如运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去获取客观数

据，如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果、学生的学习过程表现、学生的实践

项目参与情况、学生的实践项目评价等多个维度数据，之后建立

起学生数据库，针对每一学生的各项数据进行综合评价，以此全

方位了解学生的摄影专业知识掌握情况、摄影技能发展情况等，

进而充分反映出高校摄影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为后续促进高校摄

影教育模式改革提供充足的数据支持。

（三）建立伦理审查机制，确保评价的合法合规性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摄影教育质量，构建起完善的评价标准体

系是关键，而这也是提升高校摄影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一环。所

以，需要高校切实结合当前人工智能时代下摄影作品与呈现方式

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的趋势，去进行伦理审查机制建设，以此确

保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科学性 [15]。在实际中，需要高校建立起摄

影艺术伦理审查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可以由高校教师、学生以及

该领域资深从业人员所组成，进而形成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审查

的机制，由工作小组负责对于摄影作品进行伦理审查，这一过程

既能够及时审查由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摄影艺术作品是否存在侵

犯他人隐私、是否存在虚假信息以及是否符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

德等方面情况，同时也能对于人工智能辅助摄影艺术作品创作的

艺术性进行判断，进而反映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摄影艺术作品

中的融入，强化学生摄影艺术作品创作的效果，提高学生综合能

力和水平。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 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摄影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为保障高校摄影教育的有序进行，要大力构建教育评价标准体

系，从而形成对高校摄影教育的有效评价和反馈，并且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突出评价的智能化和科学化，为促进高校摄影教育模式变革

创新提供数据支持。因此，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多方资源

整合以及人力审查机制建设等多个维度，去大力推动高校摄影教育

评价体系建设，从而确保高校能够在当前人工智能时代下逐步完善

高校摄影教育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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