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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创

“动”起来的童书能多吸引小读者？在绘本产
业数字化转型路上，融合青春创意和市场实践的校
企合作展现了不俗成绩。近期，由上海电影艺术职
业学院、中华职业学校与邓昕绘本工作室共建的数
字化绘本创作工作室创作出版的《了不起的大国重
器》原创科普绘本在明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绘
本利用数字化创作手段，为孩子们生动讲述蛟龙号
遨游深海和天宫环游太空的科技故事。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用数字化手段讲好中国故事

“用程序设计解题”
巅峰对决

本报讯 记者 丁文佳 近日，
“华为杯”第48届国际大学生程
序设计竞赛（ICPC）亚洲区决赛正
式开赛，来自全国各地181所高
校、中学、企业的320支队伍齐聚
上海大学，展开“用程序设计解
题”的巅峰对决。

据悉，ICPC是世界上公认的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参与人数最
多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之
一，被誉为计算机领域的“奥林匹
克竞赛”，它致力于用计算机解决
现实世界的问题，培养大学生合
作、创新以及接受挑战的能力。
自1996年上海大学将其引入中
国内地，已经成功举办了11届
ICPC亚洲区域赛，承办5届亚洲
区决赛。上海大学计算机工程与
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谢少
荣介绍，ICPC的赛题与当前的社
会发展紧密相关，近两年大语言
模型、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其
若干核心算法成为比赛的主题之
一。“各大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一
些前沿需求也可能会成为对应的
赛题。”谢少荣表示，承办比赛也
是和龙头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深
入实践，如上海大学与华为曾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人才培
养、产学研项目、智能基座课程等
方面进行合作。

《2023上海科技
进步报告》发布

本报讯 记者 丁文佳 上海
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
（CNS）三大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
发文数量占全国1/4，有效期内
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长9%，上海
科创板上市企业总市值全国第
一……近日,《2023上海科技进步
报告》正式发布，整体而言，2023
年上海市科技投入水平稳步提
高、创新资源要素加快集聚、高
质量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创
新能级日益提升、创新环境进一
步优化。

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科
技投入持续增长，承接国家重大
任务“当仁不让”。全社会研发
经费占GDP比重（研发投入强度）
预计达 4.4%左右，较 2022 年的
4.2%又有提升；全市财政科技支
出528.1亿元，比上年增长36.7%。
去年上海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239项，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4900项。截至
去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929项，累计牵头
承担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74
项。报告具体从打造体系化战
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组织
化实施、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抢占战略前沿领域制高点、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世界
领先科技园区、营造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创新生态和构建开放创
新网络这 8 个部分介绍了 2023
年上海的科技进展。

这一套四本的原创绘本借
助三维渲染二维等影视制作方
法，以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结合
严谨的科技展示，让孩子们领略
中国科技不同领域的发展历程
和伟大成就。“我们会跟随指导
老师进行实地考察，对于所需要
绘制讲述的画面进行大量考证，
确保给孩子们的内容是正确的、
严谨的，让他们获得最为真实的
画面与资料。”上海电影艺术职
业学院2023届中高贯通影视动
画专业毕业生周可嘉怡参与了
《了不起的大国重器》系列绘本
绘制，其所在的惊浪·华光织翼
数字化绘本创作工作室，是一个
旨在培养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的创作、制作、运作“三作”型
高素质人才的平台。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数字
学院院长包文君介绍，学校抓住
绘本产业数字化转型契机以校企
合作优质绘本案例为教学载体，
通过工作室的教学将工作链与教
学链有机融合，让学生在校期间
就了解行业要求。同时，联合邓
昕绘本工作室一起打造了配套的
《数字化绘本创作》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在超星平台上线，通过线上
线下教学互动互补，不但让工作
室的学生能进行自主学习，更是
做到了免费给全国各地愿意了解
和从事绘本创作事业的学生和企
业员工搭建学习互动平台。截至
目前，在线开放课程已将工作室
创作的30多套数字化绘本项目，
转化成227个学习资源，以微课
视频、数字教材、动画课件等形式
呈现，参与学习者数量已超过
13000名。

“我们未来将和邓昕绘本工
作室、小时候童书出版社等各大
出版社合作，一起将工作室打造
成独具特色的产教研创一体化
的高水平产教融合基地，研发最

新的数字化创作方法和工作流
程，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育
人模式。”包文君院长表示，只有
做好艺科融合、科教融汇工作，
才能培养更多能讲好中国故事
的绘本创作人才。

除了《了不起的大国重器》
绘本制作，周可嘉怡还参与了8
套24本绘本项目和3部电影项
目。绘制《美丽中国·建造智慧》
系列中《老房子的新邻居》，是她
第一次参加和市场接轨的项目，

“在工作室里我们在产业教授邓
昕老师，以及工作室带教老师查
筱菲、吴俊谕、翁羿彤的指导下
学会了运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
手段，如动作捕捉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等去辅助绘画；在小时候
童书出版社资深编辑范路明和
陆亚军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了解
到了童书市场的现状与未来，大
家在这里学习就是在不断突破
想象力和执行力的边界。”

为了满足中国儿童科普绘本
市场要求，聚焦创作讲好中国故
事，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以“为
时代画像、讲好中国故事”为己
任，2023年，校企共建了国内第一
个以院校师生为创作主体的“数
字化绘本创作基地”，通过构建产
教资源矩阵、打造数字化绘本研
创基地、制定能力本位教学方案
和实施“绘本·育美”社会活动，协
同创新培养能聚焦中国题材科普
故事创作和宣传的人才。

在工作室逐步形成了数字
化绘本创作的规范化创作链的
背后，让人看到了其市场广阔前
景。随着中国原创绘本产业市
场规模持续扩大，急缺一批能解
读中国精神、根据艺术创作规
律，运用新技术创作志趣高雅又
让孩子喜爱的优秀科普绘本的

“能创善制”的复合型人才。用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绘本，图文并

茂、动画光效等元素的加入让阅
读体验更加多元丰富和趣味性，
帮助孩子们在阅读之中培养理
解力和思考能力，激发想象力和
创造力。

据介绍，工作室创立近四年
来，共有150人次学生署名参与
了绘本的创作出版，培养从事与
插画、绘本相关“创作、制作、运
作”岗位的学生 400 余人、100%
的学生能创造性地利用数字化
创作手段进行艺术设计工作。
师生与知名出版社合作，利用先
进的数字化创作手段，如用于电
影制作的动作捕捉技术、面部捕
捉技术、AICG(人工智能内容生成
技术)和影视制作流程管理手段，
创作出版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其中，由两校师生主创的绘本
《领航-上海的故事》被推介参展
第四十届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
书展，同时向波兰输出版权。

具有视觉冲击力、互动性、
美观性的数字化绘本让阅读体
验更加多元和有趣，传递出更丰
富的内容，这依赖于数字化技术
的融合。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
院数字学院聚焦数字娱乐产业
数字转型需求，和产业深度融
合，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近
期，数字学院游戏艺术设计专业
负责人高月娇老师作为主要指
导老师带领学生完成的项目“虚
影视觉—虚拟交互技术及硬件
解决方案提供商”荣获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2023）职教赛
道国赛银奖，项目成果为数字化
绘本创作的全流程改进提供了
大力支持。

自成立专门为童书出版产
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的“数字化绘
本创作基地”以来，校企合作共
同筹措近百万资金，升级设备，
研发AR/VR与传统绘本相结合的
新创作方向，自2020年至今，工
作室共创作出版绘本30本（套），
总发行量超 100 万册，《美丽中
国-建造智慧》《美丽中国-我的
国宝小档案》《我的中国航天课》

《领航-上海的故事》《了不起的
大国重器》《小小航天员》等绘
本，内容涵盖了中国航天事业的
进程、上海的变迁与发展、大国
重器的威力等。学生在中国故
事创作中找到自信，在创作中完
成自我成长。

依托高水平数字娱乐专业
群建设项目，整合数字学院包括
动漫设计工作室、动作捕捉实验
室、数字化绘本创作工作室、游
戏艺术设计工作室、数字雕刻工
作室在内的五个工作室的研发
制作资源，运用电影工业流程，
以AIGC（人工智能内容创作）为
基础，形成新技术方案，突破传
统绘本创作流程，大大提升了绘
本创作质量与效率，让出版企业

“眼前一亮”。
数字学院打造了艺科融合

的高水平产教融合育人基地，构
建了多模态的数字化绘本创作
教学资源矩阵，并努力将数字化
绘本创作基地打造成科教融汇
的基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基
地、服务国家绘本产业的基地，
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

“创·制”人才协同创新培养

数字化矩阵打通成才通道

《数字化绘本创作》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免费向全国院校、企业开放。

讲中国故事的原创绘本送往云南多所学校孩子们手中。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领航-上海的故事》参展第四
十届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

艺科融合创新风向

“创制”人才培养让绘本动起来
■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