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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在动画短片中的视觉设计应用研究
於 歌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GC 在动画短片制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它为动画短片的视觉设计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当前动画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聚焦 AIGC 在动画短片视觉设计中的应用，分析该技术在提高动画制

作效率、丰富视觉效果等方面的认同性和差异性，结合 AIGC 在动画领域应用的思考，使动画短片在视觉效果上更具风格

化，满足人们更高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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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画行业作为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在

不断追求创新和突破。AIGC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动画短片的

劣势，在其视觉设计方面打造出更具风格化的效果。它通过

结合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式对抗网络等技术，

生成逼真的图像、动画和音频，模拟自然光影、天气变化等，

创造出超越现实的奇幻场景。这些丰富多样和新颖多变的的

视觉效果不仅可以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还可以加强动画短

片的观赏性和互动性。

一、AIGC 与动画短片的视觉设计

1.1 AIGC 概念的界定

AIGC 技术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和优化内容的一系列方

法和技术，它结合了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生成式对

抗网络等技术，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学习和模式识别，实现内

容自动生成和优化。

在动画短片制作的前期策划阶段，AIGC 可以通过分析

大量的图像数据，学习不同的绘画风格和场景元素，从而生

成符合动画短片风格的背景画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让

AIGC 能够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为动画制作提供文字描述、

对话和剧本等内容，这种技术可以通过对大量的文本数据进

行学习，理解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快速生成故事梗

概，辅助动画剧本的创作的同时，为创作者提供灵感和参考。

对于动画短片中期美术设计阶段来说，生成式对抗网络

技术显得尤为重要。生成式对抗网络由生成器和判别器组

成，生成器负责生成内容，判别器负责判断生成的内容是否

真实，通过不断的对抗学习，生成器能够生成越来越逼真的

内容。在动画短片制作中，这种技术可以依据创作者的意图

不断的生成和优化高质量的图像和动画，提高动画短片的画

面的细腻程度和质感。

2.2 动画短片中视觉设计的表现力

当今动画短片创作领域，AIGC 的应用正逐渐重塑视觉

设计的表现力，为动画短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独特魅

力，其表现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多样化风格呈现：AIGC 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大量不

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如古典油画、水墨画、像素画、版画等

进行学习分析，并能精准地复刻出这些传统艺术风格并应用

于动画短片的视觉设计中。例如，利用 AIGC 可以生成具有

中国水墨画韵味的山水场景动画，墨色的浓淡变化展现出山

水的层次感，留白之处给人以无限遐想，仿佛将传统的水墨

画卷动态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细腻的情感表达：AIGC 可以依据动画短片的剧情和情

感基调，智能地选择和调配色彩，以增强情感表现力。在表

现悲伤情绪的场景时，画面色调可能会偏向冷色，如深蓝色、

灰白色等，让观众从视觉上感受到压抑和落寞；而在欢乐、

活泼的情节中，明亮的暖色调，如金黄色、粉红色等则会大

量运用，营造出欢快愉悦的氛围，使观众更容易与角色的情

绪产生共鸣。

动态场景的创新：AIGC 在动态场景的创新上也展现出

其独特的优势。通过算法模拟，AIGC 能够创造出传统动画

制作难以实现的复杂动态效果，如自然界的风、水、火等元

素的动态表现，以及角色动作的流畅性。例如，在表现一场

风暴的场景时，AIGC 可以生成逼真的雨滴、闪电和云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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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交互性体验的增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动画短片的

交互性体验也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集成人工智能算法，动

画短片可以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根据观众的选择和反馈

调整剧情走向或视觉效果。这种互动性不仅增加了观众的参

与感，也使得每个观众的观看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

个性化定制内容：AIGC 还允许动画短片制作团队为不

同的观众群体提供个性化定制的内容。通过分析观众的喜好

和行为数据，AIGC 可以生成符合特定观众口味的动画短片，

无论是风格、情节、景别还是角色设定，都能够根据观众的

偏好进行调整，从而提高观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2.3AIGC 在动画短片制作中的应用案例

《犬与少年》是 AIGC 技术辅助商业化动画片的首个发

行级别作品，由日本奈飞、日本 WIT STUDIO 和微软小冰公

司日本分部联合制作。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位少年与一只可爱

的机器狗偶然相识、相知的故事，他们的情谊跨越时空。影

片的背景场景包括白雪皑皑的富士山、海边的小村庄、飘坠

花瓣的樱花树和颜色浓烈的绿草地等，展现了一部典型、风

格温馨的日本动画。在场景绘制部分，AIGC 的优势得到了

充分发挥，其大部分背景运用名为 “原始人工智能”的定

制系统来完成绘制。动画师首先向 AI 系统提供提示和布

局，接着 AI 生成相应的图像，最后由动画师加以调整并与

其他元素融合。

《千秋诗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倾力打造，依托总台

的 “央视听媒体大模型”，运用 AIGC 技术将国家统编语文

教材中的诗词转化制作成唯美的国风动画，是首部以我国自

主 AIGC 技术支撑制作的系列动画片。在美术设计等环节

中，基于总台提供的视听数据进行模型训练，综合运用可控

图像生成、人物动态生成、文生视频等最新技术成果，高度

再现了中国古诗词中的人物造型、场景和道具，呈现出别具

一格的中国古典诗词画面。

三、AIGC 在动画短片视觉设计中的重塑作用

3.1 概念构思与剧本创作

在动画短片的创作中，AIGC 为确定短片主题、风格和

目标受众阶段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首先，通过对大量数据的

分析，AIGC 可以帮助创作者快速确定短片的主题。例如，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当前热门话题、观众喜好趋势

等，从中提取出有潜力的贴切的主题方向。其次，结合计算

机视觉技术对不同风格的动画作品进行解析，创作者可以根

据这些分析结果选择适合的风格，如奇幻的、科幻的、温馨

的等风格。此外，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挖掘，AIGC 能够确定

目标受众的特征，如年龄、兴趣爱好等，从而在短时间内找

出不同观众的诉求点。同时，创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等工

具进行前期的头脑风暴，在生成多个主题方案中做出挑选并

进行多轮沟通，优化修改并加工润色后，可以确定出符合需

求的剧本初稿。

3.2 分镜头设计与视觉生成

在传统的动画短片中期制作阶段，分镜的绘制决定着整

个短片叙事的结构，也是蒙太奇表现手法最为突出的部分。

ChatGPT 是 AIGC 技术里常用的工具，创作者可以和

ChatGPT 交谈，生成分镜头的文字描述，这些描述可以具体

到每个镜头的画面内容、角色动作、场景布置等细节。

例如，我们首先让 ChatGPT 做以下这些事：写一个故事

剧本，讲述一只小老鼠如何去冒险寻找奶酪最多的国家定居

的故事，篇幅 500 字左右。ChatGPT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生成

故事梗概，通过对 Chat GPT 生成的剧本进行分析发现，剧

本有着完整的开头、发展、结尾的三幕式故事结构，并且整

个故事剧情逻辑通顺，还设定了多个角色及之间的对话，并

很好地反映了故事的主题思想。但遗憾的是剧本中缺少矛盾

冲突，下一步可以继续和 ChatGPT 进行对话，加入一些反派

角色来阻挠小老鼠的冒险，于是在 ChatGPT 生成的第二版剧

本中加入了“实验室的怪物博士”、“神秘的加菲猫”这样的

角色，使小老鼠的冒险过程有了戏剧化冲突。这时我们可以

清晰地发现，随着不断地提问和补充信息，Chat GPT 可以

不断地修改和丰富影片的剧本，扩展情节、深化主题，甚至

细化到给每位角色起名字，升华更富有哲理性的结局等。

在确定景别方面，可以根据这些文字描述生成相应的图

像预览，帮助创作者更好地理解和规划每个镜头的组接效

果，形成较为完整的蒙太奇视觉效果。创作者可以向 Chat

GPT 提供特定的场景要求和情感表达需求，Chat GPT 则会根

据这些信息，在分析大量的动画作品数据，学习不同景别的

运用规律和视觉效果后推荐合适的景别选择，如全景展示宏

大的场景、特写突出角色的情感等。例如当画面内容是描述

小老鼠即将要进入的危险实验室这样的场景时，Chat 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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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适合描述环境的远景，当画面内容是主角小老鼠面部的

反应，或者此时有主角小老鼠内心独白时，景别又切换成近

景或特写镜头，当画面内容主要是动作场景时又使用了中景

镜头，以及多个从主角小老鼠视角出发的主观视角镜头等。

由此可见，Chat GPT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以及上下文

理解能力，使得其能够高效率地撰写剧本并设计分镜头脚

本，并且可以通过不断地添加信息让 Chat GPT 丰富和修改

剧本故事。

3.3 配音配乐与后期合成

使用 AIGC 技术创作符合短片氛围的背景音乐和音效。

在动画短片《犬与少年》中，在背景音乐生成过程中采用了

名为“M”的 AI 代码，通过分析大量现有音乐作品，理解

各种模式、结构和风格，生成多个主题选项，作曲家再对这

些选项进行改进，从而为动画短片创作出具有凝聚力和吸引

力的主题旋律。

在动画短片的后期制作阶段，利用 AIGC 技术将所有素

材进行剪辑和合成，进行调色、滤镜、电影效果、黑场、音

效、片名和画面特效等处理，提升短片的整体质量，确保最

终成片质量。

3.4 交互性与创意合成

AIGC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结合

能够为动画短片打造出智能交互的角色。例如，在一些具有

实验性质的动画短片项目中，观众可以在观看过程中与动画

角色进行实时对话交流。动画角色能够理解观众输入的自然

语言，并依据其内在设定和剧情逻辑做出相应回应，就好像

这些角色真正 “活” 在了动画世界里，随时可以与外界互

动。这种交互性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使他

们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成为了动画故事发展的一

部分。AIGC 技术在动画短片中的应用为创意合成开辟了广

阔的天地，它能够融合多种创意元素，创造出全新的视觉与

叙事体验。从视觉层面来看，借助 AIGC 对海量不同风格、

主题的图像、视频素材进行学习和分析后，可以将看似不相

干的元素巧妙融合在一起，使画面更具特色化。

四、AIGC 在动画短片视觉设计中的优势与挑战

4.1 提高制作效率

快速生成动画帧图像，节省制作时间。AIGC 技术能够

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的动画帧图像，大大提高了动画短片的

制作效率。例如，在二维动画制作中，AIGC 可以根据输入

的提示和风格要求，快速生成每一帧的图像，节省了动画师

逐帧绘制的时间。如在动画短片《犬与少年》中，部分动画

帧图像就是通过 AIGC 技术生成的，制作团队在短时间内获

得了大量高质量的图像，为后续的制作环节提供了便利。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DigiLab 实验室制

作的动画短片《龙门》，也是利用 AIGC 技术快速生成动画

帧图像的成功案例。该短片采用原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训练拥有自主产权的人工智能模型“墨池”，在角色面

部特征稳定性、较长镜头生成中降低视频抖动与局部错误，

使画面拥有灵动而充满意境的水墨质感。在制作过程中，“墨

池”能够快速生成动画帧图像，为短片的制作节省了大量时

间。

4.2 丰富视觉效果

实现多种风格的画面生成，满足不同的创意需求。AIGC

技术通过结合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式对抗网络

等技术，能够实现多种风格的画面生成。例如在动画短片《犬

与少年》中，其背景绘制工作大部分由人工智能完成，AIGC

技术能够根据动画师提供的提示和布局，生成相应的场景设

计，如在列车站台相同的场景出现不同季节，冰天雪地，银

装素裹，春天的樱花撒满天的特效等，既节约了制作成本，

场景效果也更加丰富逼真。

五、结论

综上所述，AIGC 在动画短片的视觉设计中扮演了至关

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根据导演和编剧的创意意图，快速

生成多个版本的视觉效果，供团队选择和优化，而且还能够

丰富视觉效果，增强与观众的互动性，满足多样化的创意需

求，大大提升创作的迭代速度和最终作品的质量。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未来 AIGC 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为动画艺术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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