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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册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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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整体设计

课程名称 AI 绘画与古诗词 课程类型 通识课

授课对象 全校大学生 学时学分 32 学时 2 学分

先修课程 大学语文 后修课程 美学

课程目标

能力目标：

1.具备一定 AI 绘画技能；

2. 将古诗词的意境与 AI 绘画技术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作品；

3. 提升跨学科综合应用能力及创新能力。

4.具备一定的古诗文鉴赏能力，能发现古诗文之美；

5.学以致用，具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自觉弘扬能力。

知识目标：

1.了解 AI 技术发展现状；

2.了解 AI 绘画各平台及应用现状；

3.熟悉 AI 绘画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趋势；

4.掌握至少一种主流 AI 绘画工具的使用方法；

5.掌握中国诗歌发展史及经典诗歌作品；

7.能够赏析并解读古代诗词的文化内涵；

素质目标：

1.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调动学生积极性；

2.能提升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能增强专业技能发展，促进学生专业成长；

4.能感受国学魅力，树立自觉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

课程内容

序号 学习单元（学习情境或项目）名称 学时

1 AI 绘画概述 2

2 AI 插画 8

3 AI 表情包 2

4 AI 海报设计 4

5 AI 绘画与《诗经》 6

6 AI 绘画与《楚辞》 6

7 AI 绘画与唐诗宋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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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材料

主要参考材料

教材名称 主编（著）姓名 出版社名称 出版日期

中国诗学 黄永武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年

诗经注析 程俊英、蒋见元等 中华书局 2017 年

楚辞补注 洪兴祖 中华书局 2015 年

乐府诗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

蒋勋说唐诗 蒋勋 中信出版社 1997 年

普通话吟诵教程 徐健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古典诗歌吟诵九讲 叶嘉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教学组
织形式

1.线上教学，利用学校网络平台和智慧树网络平台，进行翻转课堂教学；利用钉钉直播、

作业提交与点评；利用微信小打卡程序，进行古诗词诵读打卡；

2.线下教学，多媒体教学。部分教学环节采取分组教学。

3.注重过程管理，每堂课对学生课堂表现及作业情况，进行及时反馈。

4.以及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充分考虑不同学生接受能力给以不同指导。

5项目教学法，让学生在仿真的教学项目中提升专业能力。

考核方案

1.本课程采取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如下：

1) 平时上课成绩 20%（包括上课出勤、课堂表现等）

2) 平时任务成绩 40% （古诗文诵读、研讨等）

3) 期末任务成绩 40% （故事创编与传播等）

2.考核标准：

1) 出勤率：全勤 20 分，旷课 2 次、请假超过 4 次，直接定为不及格。

2) 任务成绩：任务完成 30 分，两次任务完不成不及格。

3) 期末考核：态度不认真，敷衍、抄袭直接定为不及格。

教学进度表

周次 学时 单元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作业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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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AI 绘画概说

1. AI 绘画发展现状及趋势

2. AI 绘画平台；

3. AI 绘画基本原理；

2 -4 4 AI 插画
1. 操作示范

2. 学生练习
插画作品

4-5 4 AI 表情包
1. 操作示范

2. 学生练习
表情包作品

6-7 4 AI 海报
1. 操作示范

2. 学生练习
海报作品

8-9 4
AI 绘画与古

歌谣

1. 古歌谣名篇赏析

2. 用 AI 绘制诗词意境画面
作品

10-12 6
AI 绘画与《诗

经》

1. 《诗经》名篇赏析

2. 用 AI 绘制诗词意境画面
作品

13-14 6
AI 绘画与《楚

辞》

1. 《楚辞》名篇赏析

2. 用 AI 绘制诗词意境画面

作品

14-16 4
AI 绘画与唐

诗宋词

1. 唐诗宋词经典名篇赏析

2. 用 AI 绘制诗词意境画面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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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

主任审

核意见

院部

意见

（章）

授课题目 AI绘画简介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深入了解 AI绘画现状及趋势；

2. 了解 AI绘画工作原理及平台；

3. 了解 AI绘画重要性

二、能力目标

1. 能深入了解 AI绘画对工作生活的重要影响；；

2. 能客观正确地认识 AI绘画；

三、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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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AI绘画溯源；

2. AI绘画平台；

3. AI绘画工作原理与技巧；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讲授教学法；

2、案例教学法；

3、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黄永武《中国诗学》、王国维《人间词话》、钱钟书《谈艺录》等

授课题目 AI插画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什么是插画；

2. 了解插画分类；

3. 了解插画创作要求；

二、能力目标

1. 能使用 AI绘制手机壁纸；

2. 能使用 AI绘制商业插画；

3. 能发现古歌谣里的故事元素，学会古歌谣鉴赏；

三、素质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AI插画实操；

2. 插画风格；

教学方法 1、讲授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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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手段 2、案例教学法；

3.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小红书等网络平台

授课题目 AI表情包

课 型 新授 学时 6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4. 了解什么是表情包；

5. 了解表情包的绘制要求；

二、能力目标

4. 能使用 AI绘制表情包；

5. 能使用 AI绘制三视图；

6. 能使用 AI绘制 IP形象；

三、素质目标

3.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4.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3. 表情包咒语；

4. 三视图绘制咒语；

教学方法

与手段

3、讲授教学法；

4、案例教学法；

5、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小红书等网络资源

授课题目 AI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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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6. 了解什么是海报；

7. 了解海报分类；

8. 了解海报制作要求；

二、能力目标

7. 能使用 AI海报插画；

8. 能了解海报制作过程；

9. 能根据要求制作海报；

三、素质目标

5.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6.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5. 海报特点及要求；

6. 海报制作实践；

教学方法

与手段

6、讲授教学法；

7、案例教学法；

1、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小红书等网络资源

授课题目 AI绘画与古歌谣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9. 了解歌谣的起源；

10. 了解古歌谣的文学史意义；

11. 了解古歌谣的美学意义；

二、能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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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能使用 AI绘制中国风图片；

11. 能在鉴赏歌谣基础上进行配图绘制；

三、素质目标

7.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8.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7. 古典诗歌发展简史；

8. 原始歌谣经典作品；

9. 发现古歌谣里的故事；

10. 古歌谣意义及价值；

教学方法

与手段

8、讲授教学法；

9、案例教学法；

10、 启发教学法；

2、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古诗源》、《古典诗歌发展史》、《古典诗歌鉴赏》等；

授课题目 AI绘画与《诗经》

课 型 新授 学时 6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诗经》时代、地域等基本情况；

2. 掌握《诗经》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3. 熟悉《诗经》代表性诗歌；

4. 认识《诗经》文化价值及意义；

二、能力目标

1. 能全面了解《诗经》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等基本内容；

2. 能熟练诵读《诗经》代表性作品；

3. 能明确《诗经》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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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学会鉴赏《诗经》，能发现诗经之美；

5. 能挖掘《诗经》里的故事元素，并进行创编练习；

6. 能用 AI绘制《诗经》名篇故事

三、素质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诗经》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2. 《诗经》经典作品诵读与鉴赏；

3. 《诗经》的价值和意义；

4. 《诗经》里的故事；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讲授教学法；

2. 案例教学法；

3. 启发教学法；

4. 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诗经诵读》自编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品选）、《诗经注析》、《诗经原始》

等；

授课题目 AI绘画与《楚辞》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楚辞》时代、地域等基本情况；

2. 掌握《楚辞》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3. 熟悉《楚辞》代表性诗歌；

4. 认识《楚辞》文化价值及意义；

二、能力目标

1. 能全面了解《楚辞》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等基本内容；

2. 能熟练诵读《楚辞》代表性作品；

3. 能明确《楚辞》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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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学会鉴赏楚辞，能发现楚辞之美；

5. 能挖掘《楚辞》里的故事元素，并进行创编练习；

6. 能用 AI绘制《诗经》名篇故事

三、素质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楚辞》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2. 《楚辞》经典作品诵读与鉴赏；

3. 《楚辞》的价值和意义；

4. 《楚辞》里的故事创编；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讲授教学法；

2. 启发教学法；

3. 任务教学法。

学子资源 《楚辞诵读》等自编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品选）、《楚辞译注》、《楚辞补注》

授课题目 AI与汉魏古诗里的故事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汉魏古诗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2. 熟悉《楚辞》代表性诗歌；

3. 了解汉魏古诗里的故事；

二、能力目标

1. 能了解汉魏古诗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2. 能熟练诵读汉魏古诗经典作品；

3. 能明确汉魏古诗的价值和意义；

4. 能学会鉴赏古体诗，能发现古体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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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挖掘汉魏古诗里的故事元素，并进行创编练习；

6. 能用 AI绘画工具进行故事绘制。

三、素质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汉魏古诗的发展演变及风格特点；

2. 汉魏古诗经典作品诵读与鉴赏；

3. 汉魏古诗的价值和意义；

4. 汉魏古诗里的故事；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讲授教学法；

2. 情景教学法；

3. 小组教学法；

4. 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品选）、《乐府诗集》、《乐府选》等；

授课题目 AI与唐诗宋词

课 型 新授 学时 4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了解唐诗宋词及风格特点；

2. 了解唐诗宋词的思想内容及发展变化；

3. 熟悉唐诗宋词经典作品；

4. 掌握唐诗宋词的价值意义；

二、能力目标

1. 能深入了解唐诗宋词的发展变化；

2. 能熟练诵读唐诗宋词经典作品；

3. 能学会鉴赏唐诗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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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认识到唐诗宋词的意义和价值；

5. 能发现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能从故事角度鉴赏诗词；

6. 能用 AI绘制唐诗宋词

三、素质目标

1. 通过课程学习，增强学生国学学习热情；

2. 通过课程学习，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国学传播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

教学重点

与难点

1. 唐诗宋词经典作品赏析；

2. 唐诗宋词意义价值；

3. 唐诗宋词里的故事。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讲授教学法；

2. 情景教学法；

3. 小组教学法；

4. 任务教学法。

学习资源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全唐诗》等



15

学生成绩登记表
（以班级为单位）

（成绩表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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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绩登记表
（以班级为单位）

（成绩表粘贴处）



学生成绩登记表
（以班级为单位）

（成绩表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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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成 绩 分 析

课程考

核情况

考 核

方 式

应考

人数

实考

人数

缺考

人数

成绩

统计

90-10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60(分)

学

生

成

绩

统

计

图

比例（%）

成绩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60 以下 60-69 70-79 80-89 90-100

（注：将所教课程学生成绩的比例数在相应区域内画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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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情

况说明

课程教学工作总结

计划执行情况

（教学进度）

“教”方面总结

（教风教纪、教

书育人、教学条

件、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高职

特色、教学效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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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总结

（学生的学习态

度、学习纪律、学

习基础、学习成绩

等）

经 验

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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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课程教学体会与建议：

签 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