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总第 713期

2024·02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图像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视觉文化背景下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必然抉择。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可以通过增强叙事主体权威性、提升

话语内容启发性和推动构图方式创新性等策略构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亲和力和针

对性，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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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是指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为实现教育目标选择和运用能够承载思想

政治教育信息的视觉符号和传播中介。在视觉文

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既是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举措，也是借助图像的形象化

思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效果的路径探索，又是

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图像霸权”“图像泛娱乐化”等

困境作出的有益尝试。当前，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图

像生成的内在依据和策略构建，有助于系统地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理论阐释。

一、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内在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提出是图像关涉思想政

治教育引发的全新命题，并不只是将图像作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载体和工具加以对待，还是将

图像作为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方

法、资源、思维方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加以审视，具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依据。

1. 图像是思想政治教育变革面临的现实图

景。从时代图景来看，图像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认知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对思想政

治教育的发展也必然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图像

弥补语言和文字叙事的不足，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

方式。图像时代，主体在信息传播和接受过程中思

维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主体倾向于接受形象化、

具体化、生动化的图像符号，而对抽象的文本信息

则感到晦涩和排斥。图像塑造了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的多元形态，使得图像认知具有更明显的异质化

特征。另一方面，长期受图像思维方式影响，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会遭受“图像

的侵袭”，如图像时代背景下的“‘图像滥化’‘思维

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1]等都可以视为图

像的“后遗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受到了图像

泛滥带来的挑战，受教育者更加偏向于接受图像化

的教育，出现了排斥语言教育的现象”[2]，这些都逐

步成为图像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图像

通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认知方式、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的阐释路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途

径，从而全面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2. 图像化思维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育人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需

要紧紧围绕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思维认知

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划。相较于文本符

号而言，图像符号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表现力、感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内在依据与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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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力和直观性方面均占据优势，更加符合思想政治

教育对象的思维认知特性，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则表现为“受教育者能够有意识地、能动地参与图

像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其观看的过程实质是

视觉思维运作和心理活动综合作用的内化于心过

程”[3]。从思维认知特点来看，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

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方式更为主动和明显，影响效果

也更为持久。乏味无趣的道德说教和枯燥晦涩的

理论灌输很难使教育对象产生“共情”，而形象化的

图像则能够将叙述对象带入叙述者所描绘的情景

之中，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并强化价值认同。因此，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是图像化背景下落实思想

政治教育“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求的

时代方向，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同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感和吸引力的

必然选择。

3.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两

点的考虑。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图像变革”

的被动转变，忽视这一文化背景，思想政治教育就

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沼；另一方面，思想政治

教育图像是思想政治教育从自身创新发展需要出

发，借助图像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实现自身发展的主

动选择，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图像进入思想政治

教育视域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统御之下与政

治信念、理想指向、人生信仰等社会核心价值观之

间建立了相互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

凝聚社会共识之道。”[4]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提出是

适应时代变革需要以及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必然

选择，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内涵、特征、价值和构建

方式的精准把握，有益于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

新论域，深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高质

量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构建策略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可以通过增强叙事主体权

威性、叙事内容启发性以及构图方式创新性等维

度，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话语力度、内涵

深度和育人效度。

1. 叙事主体权威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的话语力度。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权威性在思想

政治教育图像构建过程中表现为叙事主体的权威

性，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叙事图像构建过程中具

有的话语主导权。叙事主体权威性的维护要避免

泛娱乐主义，从理性立场出发，充分发挥图像主体

的能动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话语力度。第

一，避免图像的“泛娱乐化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权威的裹挟。在语言文字形成以前，视觉最先形

成系统的感官体验，可视可感的图像也成为视觉文

化的主要载体。然而，随着视觉文化的快速发展，

主体对视觉感官愉悦的过度追求也给思想政治教

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构建中的泛娱乐化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权威的削

弱。图像作为信息的视觉化呈现方式，更能够满足

主体对感官体验和感性愉悦的需求，加持网络技术

赋权对主体性的消解，极易形成“视觉狂欢”，这不

仅不利于发挥图像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还有可能

会削弱图像的权威性，导致图像的泛娱乐化倾向。

对此，必须“挖掘图像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掌握图

像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主动权”[5]。

第二，把握图像构建的技术尺度，发挥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图像构建的能动性。技术的发展和普

及打破了图像构建的专业垄断，图像的生产方式由

专业工具生产走向手机处理，图像生产由少数人的

技术行为走向人人可创造的大众行为，进而推动图

像走向了日常生活化。伯格曼认为，科技的进步创

造了各种方便人类生活的装置，然而人们也逐渐对

其便利性产生依赖。在图像构建过程中，要避免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被技术的工具性裹挟造成“图

像霸权”的困境，要将技术作为图像构建的手段，发

挥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建过程中的能动作

用，防止图像的主体性缺失和价值性虚化，进而削

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权威性。

2. 叙事内容启发性：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的内涵深度。图像的内涵不是指图像的技术运用

和画面呈现，而是特指图像所蕴含的信息，即图像

的“所指”。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内容的构建不

能脱离理论性，要坚持“内容为王、形式为要、载体

为基”的图像构建原则。第一，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构建具有启发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内容。思想

政治教育图像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交流的具象符

号，是以“看”为核心的认知方式。图像叙事以叙事

图像的构建作为前提条件，离开了思想政治教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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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内容承载和图像信息的价值传播，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就会变得空洞无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

图像构建要注重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容，凝

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运用多样化的

修辞手法，如象征、隐喻、叙事的手法鲜活呈现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借助多样化的图像构建手段和技

术，完善图像信息的传播机制，将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以鲜活生动的图像场景进行形象化构建。

第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建的开放性。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既要注意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的生动化形象化，更要注重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

生活化大众化，实现育人方式由显性向隐性、由被

动向主动的自觉转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内容构建保持开放性特征。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图

像构建主体的开放性。图像时代，我们不仅是图像

的“观看者”，还是图像构建的主体。例如，常见的

图像美化、表情包制作、配文涂鸦等，都是人们主动

构建图像的成果展示。二是图像内容诠释的开放

性。思想政治教育根据任务和情景，有针对性地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如叙事内容从革命叙事

转向建设叙事、恢弘历史叙事转向生活化微叙事等

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创新的重要方面。三

是图像场景的开放性。图像超越了现实与虚拟的

界限，图像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界限，成为面向大众

生活的现实图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图像构建、

图像传播、图像诠释过程中要注重多元主体共建，

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形象性遮蔽了教育内容

的价值性。

3. 构图方式创新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的育人效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叙述方式对思想

政治教育图像而言，就是要以多样化途径和手段推

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构建，以形象的图像延伸思

想政治教育价值，提升图像的育人效果。第一，以

“图文并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建的方向，避

免图像的价值虚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实

质是通过具体形象的图像引申抽象的思想观念和

政治主张，化抽象为具体、化繁杂为简单、化理性为

感性，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情感共鸣，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叙事策略和叙事方法的统一。“图像媒

介是以视觉为中心进行信息传递，它的表现形式是

图像，而图像在信息交流中具有优先性。”[6]无论是

图像隐喻还是图像象征，都是用具体化、形象化的

图像意指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以及道德规范

等抽象价值观念，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和

行为的影响。文本叙事向图像叙事的转变并不意

味着对文本叙事方式的否定，而是要追求一种能够

更好诠释图像内容、启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载体

形式，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阐释方式。

第二，以科技融入丰富图像呈现形式，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图像的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

建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无意识地教化民俗”和“可

视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图像与科技的融合使得图

像具有更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有利于图像的生动呈

现。思想政治教育图像从图像的呈现方式上可以

分为静态图像和动态图像，要发挥两者的各自优

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图像构建，构建图片、海报、动

画、短视频、影视等多维图像，根据教育对象特点有

针对性地发挥科技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建中的

作用。同时，还必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构建的

界限，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图像化，防范在图像

构建过程中出现主体被图像景观“侵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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