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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形学与数字图像处理》本科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计算机图形学与数字图像处理 

Computer Graphics and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课程代码 2050410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时  32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16 

开课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适用专业与年级 数字媒体技术大二 

课程类别与性质 专业必修课 考核方式 考查 

选用教材 

《 数 字 图 像 处 理 与 Python 实 现 》 ，

9787115527912，岳亚伟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0 年 2 月 

是否为 

马工程教材 
否 

先修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C 语言)（4）、多媒体技术（2） 

课程简介 

计算机图形学与数字图像处理课程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图形学和

数字图像的基本原理、计算机图形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和具体应用，主

要包括计算机图形和数字图像的基本概念、计算机图形技术、图像灰度

变换、图像增强、图像去噪、图像复原、彩色图像处理、图像分割等原

理。同时以实例介绍 Python 处理数字图像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在学会

使用相关图像处理软件的基础上，了解计算机图形技术和图像处理的原

理及编程方法，使其具有解决基本图像处理问题的能力。 

选课建议与学习

要求 

计算机图形学与数字图像处理课程，适合数字媒体技术相关专业学

生学习，适合有一定计算机基础和编程理解能力的学生学习，如：程序

设计基础、多媒体技术等，建议大二下学期开课。 

大纲编写人  制/修订时间 2023 年 12 月 

专业负责人  审定时间 2023 年 12 月 

学院负责人  批准时间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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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 

（一）课程目标  

类型 序号 内容 

知识目标 

1 
能够理解并掌握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的原理及编程方

法，并能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解决基本图像处理问题。 

2 
能够在理解图形图像处理原理基础上，使用相关图像处理软件，进

行图形图像处理，并能通过比较分析，找出最佳解决方案。 

技能目标 3 
能够通过口头、书面、图表等方式，陈述作品制作过程，展示作品

成果，分析解决作品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交流。 

素养目标 

(含课程思

政目标) 
4 

能够利用课内外时间主动学习，关注行业动态新技术，通过自主学

习发展自身能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二）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LO1 工程知识：具备扎实的数学、自然科学、数字媒体领域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能够将

各类知识用于解决数字媒体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③能够综合应用数学、物理、统计学、数字媒体领域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解决数字媒

体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分析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与复杂性评价并确定解决方案。 

LO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数字技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使

用媒体创作、虚拟现实、资源管理等软件工具，进行设计与开发，并能够针对工程应用需

求，在通用工具基础上二次开发或定制。 

①理解计算机专业设计的现代仪器、软硬件平台，开发测试工具、配置管理工具、信息检

索工具的原理和使用方法及其局限性。 

LO10 沟通：能够就数字媒体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①能通过口头、书面、图表等方式就数字媒体技术与系统相关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LO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③能够采取适合的方法通过自主学习发展自身能力，并表现出学习和探索的成效。 

（三）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毕业

要求 

指标

点 

支撑

度 
课程目标 

对指标点的

贡献度 

LO1 ③ L 

1. 能够理解并掌握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

理的原理及编程方法，并能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

解决基本图像处理问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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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5 ① H 

2. 能够在理解图形图像处理原理基础上，使用相

关图像处理软件，进行图形图像处理，并能通过比

较分析，找出最佳解决方案。 

100 

LO10 ① M 

3. 能够通过口头、书面、图表等方式，陈述作品

制作过程，展示作品成果，分析解决作品问题，进

行有效沟通交流。 

100 

LO12 ③ L 

4. 能够利用课内外时间主动学习，关注行业动态

新技术，通过自主学习发展自身能力，树立终身学

习理念。 

100 

三、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 

（一）各教学单元预期学习成果与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图形图像处理基础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基本概念、实现方法、起源与应

用等，理论课时：4 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和表

示方法，了解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的起源与应用。并且，本单元还会拓展包含

计算机图形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系统和研究热点等内容，使学生了解当下最新图

形图像处理的趋势，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本单元，学生还需要着重掌握和理解图像的数

字化过程以及数学表示方法。 

教学重点：图形图像处理基本概念、图像数字化过程、数字图像表示方法、图像获取

与感知。 

教学难点：能够理解图形图像处理基本概念与区别，理解图像数字化过程。 

第二单元：计算机图形技术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 Python 进行计算机图形制作的相关技术，理论课时：2 学时 实

践课时：4 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 Python 工作原理，理解 Python 进行计算机图形制

作的方法与基本流程。同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制作简单的二维图形。 

教学重点：Python 编程的基本语法语句、海龟绘图。 

教学难点：能够理解海龟绘图方法，并能够运用该方法制作简单二维图形。 

第三单元：图像灰度变换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图像灰度变换相关方法，理论课时：2 学时 实践课时：4 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图像灰度变换原理，了解图像灰度变换应用场景，

掌握不同情况下的各类灰度图像增强方法，能够理解并掌握使用 Python 编写灰度图像增

强的程序。同时，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图像降质问题，找出对应图像增强方法。 

教学重点：图像灰度变换原理、各类图像灰度增强方法原理及 Python 编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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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能够理解图像灰度变换原理和 Python 进行图像增强方法，并能够根据不

同情况找出对应图像增强方法。 

第四单元：图像复原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图像复原的相关方法，理论课时：2 学时 实践课时：4 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图像退化、图像复原和图像加噪的原理，了解图像

复原应用场景，掌握仅噪声情况下的图像复原方法，能够理解并掌握使用 Python 编写图

像复原的程序。同时，学生能够理解图像增强与复原的区别，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图

像退化问题，找出对应图像复原方法。 

教学重点：图像增强与复原区别、图像退化原因、图像复原原理、仅噪声下的图像复

原方法及 Python 编程处理程序。 

教学难点：能够理解图像复原原理和 Python 进行噪声图像复原方法，并能够根据不

同噪声情况找出对应图像复原方法。 

第五单元：彩色图像处理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彩色图像处理的相关方法，理论课时：2 学时 实践课时：4 学

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色彩模型和伪彩色处理方法，理解彩色空间转换原

理，理解并掌握 Python 进行灰度图像处理与彩色图像处理的区别，并掌握使用 Python 编

写彩色图像处理的程序。同时，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彩色图像相关问题，应用恰

当彩色图像处理方法进行图像处理。 

教学重点：色彩模型、彩色空间转换、彩色图像处理原理、彩色图像的 Python 编程

处理程序。 

教学难点：能够理解彩色图像处理原理和 Python 进行彩色图像处理方法，并能够根

据不同情况找出对应彩色图像处理方法。 

第六单元：图像分割 

本单元内容主要学习图像分割的相关方法，理论课时：4 学时 

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图像分割基础知识，理解各类图像分割方法的原

理，了解中级图像处理方法，了解图像分割应用场景。 

教学重点：图像分割基础知识、图像分割原理、图像分割应用场景。 

教学难点：图像分割原理。 

 

（二）教学单元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 

 

教学单元 

1 2 3 4 

第一单元：图形

图像处理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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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计算

机图形技术 
✓ ✓ ✓  

第三单元：图像

灰度变换 
✓ ✓ ✓  

第四单元：图像

复原 
✓ ✓ ✓  

第五单元：彩色

图像处理 
✓ ✓ ✓  

第六单元：图像

分割 
✓   ✓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与学方式 考核方式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小计 

第一单元：图形图像

处理基础 
问题导入+案例引入+讲授  

课堂表现+理论

考核 
4 0 4 

第二单元：计算机图

形技术 
问题导入+边讲边练 

课堂练习+课后

作业+实验报告+

作品考核 

2 4 6 

第三单元：图像灰度

变换 
问题导入+边讲边练 

课堂练习+实验

报告+作品考核 
2 4 6 

第四单元：图像复原 问题导入+边讲边练 
课堂练习+实验

报告+作品考核 
2 4 6 

第五单元：彩色图像

处理 
问题导入+边讲边练 

课堂练习+实验

报告+作品考核 
2 4 6 

第六单元：图像分割 
问题导入+案例引入+翻转

课堂 

课堂讨论+理论

考核 
4 0 4 

合计 16 16 32 

（四）课内实验项目与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目标要求与主要内容 
实验 

时数 

实验 

类型 

1 计算机图形技术 

学会 Python 进行计算机图形制作的基本

方法，能够使用海龟绘图制作简单的二维

图形。 

4 ③ 

2 图像灰度变换 
学会 Python 处理灰度图像增强的基本方

法。 
4 ② 

3 图像复原 学会 Python 处理图像复原的基本方法。 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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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彩色图像处理 
学会彩色图像原理及 Python 处理彩色图

像的方法。 
4 ② 

实验类型：①演示型  ②验证型  ③设计型  ④综合型 

四、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1．教学案例融入思政元素（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生态保护、传统文化等），潜移默化

影响学生，使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通过图形图像处理基础知识学习和编程处理方法学习，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养成科

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3．能够利用课内外时间主动学习，关注行业动态新技术，通过自主学习发展自身能力，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五、课程考核 

 

总评

构成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合计 

1 2 3 4 

X1 40% 作品考核 40 60   100 

X2 30% 
阶段作业（图形图像处

理实验报告） 
 50 50  100 

X3 30% 

平时成绩（考勤、课后

作业、课堂展示及课堂

表现） 

 20 50 30 100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