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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将计算机专业两门重要课程《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融合为一门课程的必要性，提出融合课程的授课
内容及授课方案，旨在加深学生对图形图像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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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

的两门重要课程。《计算机图形学》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生
成、处理和显示图形[1]；《数字图像处理》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
算机分析和处理数字图像以达到具体应用需求[2]。两门课程均需
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存在相同和相似内容[3]。此外，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图形与图像的界限愈发模糊，图像处理技术拓展至
三维点云图形数据处理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将两门课
程融合为一门课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将《计算机图形学》与《数字图像处理》融合为一门课程
比单独开设两门课程具有优势。首先，由于两门课程存在部分
相同内容及相通之处，融合两门课程可有效避免同一内容的重
复性授课、提高授课效率；其次，两门课程的融合对授课教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授课教师需在对两门课程融会贯通的基础
上更深层次地把握两门课程的异同之处，对授课内容、授课方
案等作出宏观设置；再次，两门课程单独授课将实践环节分别
局限于单门课程中，而两门课程的融合可有效锻炼学生对知识
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动手能力。目前，一些高校正尝试将两
门课程融合为一门课程，向研究生一年级开设。由于授课内容、
授课方案等直接影响融合后课程的授课效果，合理设置授课内
容及方案值得探讨。 

一、授课内容 
笔者认为，该课程内容分为两部分：基本理论和实践环节。

基本理论重点讲解基本图形图像概念及经典算法，旨在让学生
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明了图形学与图像处理之间的关联；实践
环节分为基础实验和科技前沿实践两部分。基础实验旨在让学
生通过动手实践进一步深入掌握计算机图形图像基本算法，科
技前沿实践环节旨在让学生了解前沿研究课题的同时提升对所
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1） 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囊括图形及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与算法，主

要包含：1）三维变换。着重讲授图形三维变换的基本概念、原
理及变换矩阵，在此基础上讲授三维观察及三维裁剪；2）几何
造型。主要讲授三维模型的表示，包含曲线曲面基础、网格模
型及其参数化、实体造型等。在网格模型的讲解过程中，穿插
对“根据图像数据构建网格”的讲解；3）真实感图形。讲授颜
色空间、光照明模型、光线跟踪算法、纹理映射等。其中，颜
色空间的转换结合图像分析进行讲授；4）图像增强和滤波。着
重讲授图像增强、空域滤波、频域滤波等；5）图像处理与表示。
主要讲解图像复原、边缘检测、图像表示、目标识别等。在讲
解过程中，穿插三维图形特征点提取、三维图形表示等相关内
容。 

（2） 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分为基础实验和科技前沿实践两部分。基础实验

包含：1）三维图形几何变换算法；2）三次样条曲线的绘制；3）
网格模型可视化及参数化；4）Phone 光照明模型的实现；5）光
线跟踪实验；6）图像直方图均衡化、规定化；7）基于小波变

换的图像去噪；8）图像复原；9）图像分割。通过对基本图形
图像算法的验证实现，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加深学生对算法
的理解。科技前沿实践部分，主要是指对高水平论文的研读及
复现。这些论文为授课教师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及会议上选择
的近三年论文，论文的内容尽可能涵盖本课程内容，比如：三
维重构、图像的分类及检索、真实感图形绘制、超像素分割、
图像修复等。 

二、授课方案 
本课程多数高校配置 64 学时，理论讲授 52 学时、实践环

节 12 学时。 
理论讲授过程采用教师授课为主，师生研讨及科技前沿论

文研读相结合的形式。教师授课过程以图形图像基础理论及经
典算法为主要授课内容，对每一算法均附以实例演示，穿插讲
解扩展技术及相关的科技前沿知识。加大师生讨论在授课时间
中的比率，促使学生在真正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对这些
理论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有所了解，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以小组为单位（1-3 人）开展前沿科技论文研读，
综述该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进行小组课堂汇报。旨在锻炼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及团队协作能
力。 

实践环节分为基础实验和科技前沿实践，均在学校机房完
成。基础实验部分，学生以个人为单位，编程实现基础实验，
完成实验报告，向授课教师演示实验并现场答辩，在锻炼动手
能力的同时加深对基本理论及算法的理解。科技前沿实践部分，
以小组为单位（1-3 人），在掌握所研读的前沿科技论文的前提
下，组员分工复现论文的算法。向授课教师演示代码并现场答
辩，在课堂小组报告中向全体同学汇报小组分工、算法步骤及
实验结果。 

三、结语 
《计算机图形学》和《数字图像处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

的两门重要课程，存在相同和相似之处。将两门课程融合为一
门课程可有效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提升授课教师的专业技术
水平、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及综合知识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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