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影学院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 

2024 年招生简章 

一、微专业简介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5 日，首任院长为著

名导演陈凯歌。上海电影学院前身为成立于 1995 年的上海大学影视

艺术技术学院，由著名导演谢晋担任院长。历经 20 多年的创新发展

和内涵建设，学院已成为中国最好的影视院校之一。上海电影学院的

成立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环上大国际影视产业园区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电影学院承载着重振和促进上海电影产业

发展及建设全国电影高峰的重要使命。学院具有完善的实验教学科研

平台，成立了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部级）、上海市影

视传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市级），位于延长校区的电影学院新大楼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为艺术与技术融合的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旨在培养具有人工智能技术与

影视创意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依托上海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

微专业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影电视创意工程的前沿应用和智能

化创新。学生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过程中，掌握人工智能的

基本原理和深度学习技术，了解影视制作的核心流程和技术手段，探

索人工智能在剧本分析、视频编辑、特效生成、音频处理和虚拟现实

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微专业课程包括人工智能导论、电影技术前沿、影视艺术思维、

深度学习与大模型、人工智能与电影制作、虚拟现实视觉设计、智能



影视创作和未来影像创新实践等。 

通过微专业课程学习，学生能够运用智能工具提升影视创作的效

率和表现力，理解人工智能在视觉效果、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

（AR）和混合现实（MR）中的应用，掌握从概念设计到实际制作的

全流程技术。具备在电影公司、电视台、数字媒体公司、科技企业等

单位从事智能影视制作、特效设计、虚拟摄制等工作的能力，成为引

领未来影视发展的创新力量。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大学综合学科优势，面向影视等数字媒体行业，培养具

有人工智能技术、国际视野、艺术素养、人文情怀、创新精神且能应

对未来影视等数字媒体产业发展挑战的一流复合型人才。期待培养的

学生毕业 5 年左右，能达到下列目标： 

培养目标 1：职业操守——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

道德，爱岗敬业，积极服务于企业和社会发展，尊重知识产权，践行

行业规范，成为具有高尚职业操守的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 2：专业素质——拥有扎实的人工智能和影视制作基础

知识，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创作中的应用方法和工具，具备创新

精神，能够从事影视、动画、游戏、广告等数字媒体领域的设计与应

用开发、系统集成、运行维护等专业技术工作，能够独立或合作完成

基于人工智能的影视项目，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 

培养目标 3：企划及可持续发展能力——能够通过专业知识和职

业相关的安全法规、法律经济与技术技能，分析、评价和解决 AI 影



视技术领域的相关企业应用开发、生产组织等问题，致力于提高产品

质量，并促进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 

培养目标 4：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知识，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能够在工作团队中担当骨干或

领导角色，推动影视与 AI 技术的融合创新。  

培养目标 5：历练提升、自我发展——能通过岗位技术培训、自

主学习等方式，持续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持续发展能力，

主动适应国内外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拓展新

的职业发展机会，具备较强的自我提升和发展能力。 

三、培养要求 

1. 专业知识 

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计

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核心技术。熟练掌握相关编程语言，能够

进行算法开发和数据处理。了解影视制作的各个环节，包括剧本创作、

导演、摄影、剪辑、特效制作、声音设计等基本流程和技术。掌握一

定的艺术创作与设计知识，具备较强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掌握行

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2. 专业能力 

具备技术应用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影视创作的各个

环节，独立或团队完成基于人工智能的影视项目。熟练使用相关工具

和方法，提升影视作品的制作质量和观众体验。 

具备创意与创新能力，拥有丰富的艺术创意和创新思维，能够将



前沿科技融入影视作品中，创造出具有高影响力和艺术价值的内容。

能够进行跨学科的融合创新，推动影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与发展。 

具备项目管理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高效规划和执行影视创作项

目，能够在多学科团队中高效协作，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

能力。 

四、修读年限、学分 

1. 修读年限：2 年，且不超出主修专业修读年限 

2. 学分：22 

五、成绩及证书或证明 

成绩单独管理，不计入评奖评优。修满规定学分、达到要求的，

颁发修读证书；未达授证标准的，颁发修读证明，经主修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同意，修读的课程可抵冲主修专业的任意选修课或专业选修

课，总计不超过 5 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微专业基础课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学分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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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共

计 

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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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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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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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35001 人工智能导论 2 2       2  

14W35002 电影技术前沿 2 2       2  

14W35003 影视艺术思维 2 2       2  

14W35004 深度学习与大模型 3 2  1     3  

14W35005 人工智能与电影制作 3 2 1      3  



14W35006 虚拟现实视觉设计 2 1    1   3  

2. 微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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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W3A001 智能影视创作 2 4 √  4    一 

14W3A002 未来影像创新实践 2 4 √   4   4 

七、先修课程及相关要求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1-3) 

八、课程简介 
1. 人工智能导论(Introduction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1 
课程教师：黄东晋 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包括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深度学

习、强化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通过理论讲授和实践练习，学生

将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算法和在影视领域的应用场景，为后续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

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人工智能概述、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领域的应用场景等内容。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简明人工智能》，焦李成、刘若辰、慕彩虹、刘芳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5 
先修课程：无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2. 电影技术前沿(Cutting-Edge Film Technology)（2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2 
课程教师：丁友东 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对电影前沿技术相关概念、工作原理和应用流程的介绍与分析，让学生了解

和掌握电影创作与制作过程中需要应用的音视频相关技术，为后续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并树

立正确的艺术和创作价值观。通过对电影最新技术的案例分享、技术原理解释、发展趋势分

析，让学生了解当前电影工业关注的最前沿电影高新技术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激发学生专

业学习的兴趣，增强将来为电影艺术与技术发展做贡献的动力。通过分组对电影前沿技术进

行案例调研、技术应用讨论及课堂展示汇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文献调研、分析总结以及

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国际化视野与创新精神。 



课程内容： 
    电影技术发展简史；虚拟拍摄技术；虚拟制作技术；影视数字资产管理；影视制作流程

管理；电影特效制作案例分析；AI 在影视制作中的应用；影视制作前沿技术现场观摩与实

践；电影前沿技术调研与讨论等。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先修课程：无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3. 影视艺术思维(Film and Television Artistic Thinking)（2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3 
课程教师：施博闻 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影视艺术的深入研究，使学生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影视艺术的基本理

论与实践技能。课程将引导学生探索影视艺术的历史发展、技术进步与美学演变，培养学生

独立分析与评价影视作品的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将能够运用学到的知识创作

出具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影视作品，达到综合性艺术素养的提升。 
课程内容： 
    影视艺术的起源与发展；电影与电视的媒介特性；影像的叙事语言与结构分析；电影与

电视的摄影技术；剪辑与蒙太奇艺术；声音设计与视听语言的结合；电影的类型与风格；当

代影视创作的趋势与挑战；AI 技术在影视媒介中的发展；影视作品的批评与赏析。课程还

将涉及到电影与电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与传播，以及影视艺术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先修课程：无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4. 深度学习与大模型(Deep Learning and Large Models)（3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4 
课程教师：谢志峰 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深入系统地学习深度学习与大模型的核心原理，使学生能够全面理解深度学

习与大模型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深度学习与大模型相关技术，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实现

深度学习与大模型的初步应用，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后续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

程的实践阶段奠定扎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课程内容： 
    深度学习预备知识；深度学习计算；卷积神经网络；现代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

现代循环神经网络；注意力机制；优化算法；计算性能；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大模

型概述；数据预处理；Transformer；预训练；训练优化；模型微调；模型推理；Pytorch 框

架；常用开源模型的部署与微调。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动手学深度学习 PyTorch 版》 阿斯顿·张，李沐等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3.2.1  
《大模型导论》张成文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7.1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人工智能导论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5. 人工智能与电影制作(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ilmmaking)（3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5 
课程教师：李梦甜 等 
课程目标： 
    课程旨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革新和优化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通过本课程，学生将

了解 AI 在剧本创作、视觉特效、剪辑、音效设计和角色设计等方面的应用。学生将掌握基

本的 AI 技术和工具，学习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实际的电影制作项目，从而提升电影制作

的效率、创意和观众体验。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利用 AI 技术创新电影制作流程。 
课程内容： 
    课程将涵盖人工智能基本的原理，AI 在剧本创作与分析、视觉特效与动画、智能视频

编辑与后期处理、音效设计与优化等方面的应用。了解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音频处

理等核心前沿的 AI 技术，并探讨 AI 在电影制作中未来的发展和应用。通过实际项目，学

生将掌握如何将 AI 技术应用于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提升电影的创意、效率和体验。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邱锡鹏，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4.10 
《电影制作手册 (第 4 版)》，Steven Ascher（著），李娜（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7.1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人工智能导论、电影技术前沿、影视艺术思维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6. 虚拟现实视觉设计(Virtual Reality Vision Design)（2 学分） 
课程编号：14W35006 
课程教师：田丰 等 
课程目标： 

理解虚拟现实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领域。学会使用主流的 VR 设计工具和软件，进行

3D 建模、渲染和动画制作。掌握用户界面 UI 设计，元素之间的布局与交互、交互设计。能

够创建沉浸式的虚拟环境，并进行用户交互设计和测试。开发解决 VR 设计中的常见问题的

能力，并能够对设计进行优化。 
课程内容： 

虚拟现实（VR）视觉设计是创建虚拟环境和用户体验的关键领域。虚拟现实视觉设计

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用户的沉浸体验和整体满意度，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以上

各个方面。本课程内容包括：沉浸感、现实感、空间感；用户界面（UI）设计直观性、空

间适应性；色彩选择；交互设计；内容创作；性能优化、加载速度；用户测试、迭代改进等。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先修课程：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深度学习与大模型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7. 智能影视创作(Intelligent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4 学分） 
课程编号：14W3A001 
课程教师：张莹 等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提升学生在影视创作中创新应用智能技术的能力，掌握复杂 AI 工具和技术

在影视制作各环节中的运用。通过项目实践，让学生参与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制作的影视制作

全流程，并利用 AI 技术进行创新实验，探索新的叙事形式和互动体验，促进创新思维。通

过跨学科团队合作和产业指导，让学生了解行业前沿发展。 
课程内容： 

复杂 AI 技术（如深度学习模型、复杂特效生成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在影视中的应用；

设计和优化 AI 技术在影视制作各阶段中的集成和工作流程；创新实验与互动影视体验；行

业合作与实践；AI 影视项目创作。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先修课程：人工智能与电影制作、深度学习与大模型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8. 未来影像创新实践(Future Imaging Innovation Practice)（4 学分） 
课程编号：14W3A002 
课程教师：陈凯 等 
课程目标： 

未来影像创新实践课程致力于培养具备技术影像创作能力的学生，通过融合艺术创作与

XR、AR、MR、AI 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使学生具备跨学科应用创作的能力，能够设计并

实现基于 XR、AR、MR 和 AI 技术的实验影像，交互装置与影像装置，从而在实践中展现

创新力。课程不仅强调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可持续发展

观念，确保他们能在解决复杂问题的同时，考虑社会影响与长远价值。最终，课程目标是培

育出具备跨学科复合能力的未来创新人才，不断适应并引领影像艺术与技术融合的新时代。 
课程内容： 

AI 影像创作，XR（VR/AR/MR）技术基础与应用，动作捕捉，虚拟拍摄，实验影像创

作，交互装置、影像装置和声音装置的设计。鼓励学生与其他学科的学生合作，共同创作跨

学科的装置作品。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创造出更具创新

性和综合性的艺术作品。 
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自编讲义 
先修课程：智能影视创作 
建议选课对象：人工智能影视创意工程微专业本科生 

九、教学团队 

类别 姓名 职称 研究方向 

微专业负责人 丁友东 教授 数字电影技术 

微专业团队成员 田丰 教授 VR 影像艺术与技术 

 黄东晋 副教授 虚拟现实，智能影视技术 

 谢志峰 副教授 AIGC 

 张莹 副教授 影视声音技术与艺术 

 张嘉亮 高级工程师 虚拟制片，数字人 

 周霁婷 讲师 数字娱乐，智能影视技术 

 李梦甜 讲师  数字人，场景理解，AIGC 

 王天翼 讲师  电影制作，特种电影研究  

 施博闻 讲师  电影后期制作 

 张添一 讲师 空间音频 

 谢悦 讲师  影视后期，新媒体艺术 

 陈凯 讲师 当代艺术，交互装置 



 于冰 实验师 图形图像处理 

 何其微 助理实验师 影视音效制作，游戏声音设计 

十、授课安排 

授课地点：上海大学延长校区 

授课方式：线上+线下结合 

授课时间：周一至周五 9-12 节 

十一、学费缴纳 

按学分收费，107 元/学分 

十二、招生对象、招生人数及报名要求 

1. 招生对象：具有上海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大二、大三年级

本科生。 

2. 招生人数：20 人 

3. 报名要求： 

（1）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2）学习成绩优良，平均绩点在 3.0 以上（含），且未受到过试

读警告； 

（3）一个学生同时只能修读一个微专业。 

十三、招生时间安排及报名方式 

详见教务部网站通知 

十四、录取规则 

若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将按照下述规则择优录取： 

1. 平均绩点从高到低 

2. 平均绩点相同的情况下，依次比较程序设计(C 语言)、微积分



(3)等单科成绩（具体课程由招生学院界定），高者优先。 

十五、联系方式 

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第二教学楼 302 室 

电话：021-56334043 文老师 

十六、其他 

各项事宜均遵照《上海大学本科生微专业建设方案与管理办法

（试行）》（上大内〔2024〕84 号）文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