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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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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图像化作为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文

本语言叙事转向图本叙事，并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成图像的特殊性。在这一图景中，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的发展应从图像构建的框架中去

思考与审视，即这种图像化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和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形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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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总是在追

寻着某种图景，以期充分把握客观对象，实现自身

的活动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也不例外，图像时

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何”，又该“如何”？是让

自己依然沿着旧有的文本语言叙事逻辑前行，还是

与时俱进地适应图像时代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从

哲学、图像本身和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这一

命题进行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图像化审视

有效的教育来自于准确地对于对象存在状态的

把握。图像化时代人的存在状态已经有异于话语叙

事时代。图像逐渐改变个体在语言叙事逻辑中所构

建起来的“自我”认知方式。一方面，主体认知世界

的方式不断地倾向于以图像化的方式来进行，甚至

图像本身就已经成为主体认知的方式和内容。另一

方面，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图像进行确定性描

述，与文学、自然科学中的图像相区别，以确定图

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涵。

1．作为个体认知世界方式的图像

从符号系统而言，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图

像，都是生成人和文化的符号方式。卡西尔在《人

论》中把没有符号系统的人视为柏拉图著名比喻中

的“洞穴囚徒”，认为失去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

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

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

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

开放的”。[1]如果说话语符号是以语言、文字为中心

的时间思维模式，图像符号则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空

间思维模式，它表征着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由“思”

转向“观看”、由“话语”转向“图像”，从而与笛卡尔

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的“思”相区

别，构成人认识世界的图像化方式。伯格在《观看

之道》中强调：“视觉早于文字……孩子在能开口说

话之前就已经会看了，视觉构筑了我们在世界上的

领地。”[2]哲学家利奥塔进一步强调图像、形式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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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并倡导“以言词作画、在言

词中作画”的绘图式写作模式。[3]海德格尔提出“世

界图像”转向。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图像与艺术

的绘画图像、电影影像不能等同，它具有看的内

容、看的方式和看的主体等多重意蕴，并通过图

像生成个体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从本质上，世

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

界被把握为图像。”[4]这对于我们把握思想政治教育

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方法论

意义。“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

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

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

进程。”[5]

2．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特质

从哲学视域中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图像”出

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必须是现实的、具体的、

微观的和个人的，同时又必须是概念的、抽象的、

宏观的和集体的，这种特质在“价值指向”之下，使

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与文学的图像、自然科学的图

像区分明确，进而形成自己清晰的界限，并由此规

定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的实践途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图像不同于文学插图图

像。文学插图图像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审美的“意

境”，“意境”就是终极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思

想政治教育的图像提供的“体验”并不是终极目的，

而是为了引人“向善”，换言之，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让人们观看天安门或者五星红旗并不是为了让

人们感受红色的美感或者是天安门的华丽，即便是

这种美感已经隐藏于其中，而是以此为手段，让人

们感受到国家、集体、民族等抽象性的价值认同，

进而在图像的体验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同。与之相比，文学中的图像恰恰不追求抽象，更

不追求成为概念。在关于孔乙己和阿Q的插图中，

文学图像所追求的恰是艺术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和表

现，文学艺术追求的是艺术想象中的“这一个”，虽

然文学图像的人物来源于现实，但是由于其本身具

有一定的虚构性，因而其本身并不乏概念性，这也

是文学图像不追求概念化的另一个原因。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图像。在自然科学中，图像不论是图文并存还是单

独出现，其所指向的都是物理性客体，呈现的是物

体本身的真实。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需要通过看得

见的形表达图像背后看不见的情感和价值观，实现

事实呈现、情感呈现和意义呈现的统一。文学作品

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主体意义

建构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价值建构，对

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而言，是通过图像或文字理

解和感知其传递的善与美，而不是单纯地读图或认

字。自然科学中的图像无论是多么具体的图像，其

在研究中都是“这一类”图像。科学家在研究水分子

图像的时候，不可能去认定这个水分子图像究竟是

太平洋的水分子图像还是地中海的水分子图像，而

且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只有类

的认定，而无个性的存在。与之相比，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图像需要“这一个”，用特定的图像形式把观

念具象化。例如，用高大庄严的天安门、腾飞的巨

龙等视觉图像象征作为整体的国家，用陕北民歌

《东方红》中“东方”、“太阳”、“红”和“救星”等一系

列名词所组成的典型“语像”场景比喻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体现出图像和价

值指向，图像与国家、群体、个体层面之间的对

应。这也正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最为基本的分野

之处。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的三种形态

当图像化从符号系统演变为人的认知世界方式

之时，它已经由单纯的环境形态进入思想政治教育

系统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叙事、言语叙

事转变为图像叙事。这种图像化指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人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和思想政治教

育方法形态的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图像中的多元与一元

相较于文字符号系统而言，图像化的“观看”拥

有更多的受众，它打破了文字符号系统所塑造出

来的信息隔离和知识阶段，在不同年龄、教育背

景、职业、阶层受众之间形成共享的信息系统。例

如，儿童喜爱成人肥皂剧《豪门恩怨》《成长的烦

恼》《别对我说谎》等，而成人在儿童的动画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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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总动员》《蜡笔小新》《千与千寻》中找到乐趣。

即使是最好的畅销书，读者也只是观看相似电视节

目观众的一小部分。例如，小说《飘》40年的销量

才只有2100万本，而一个晚上观看这部电影前半

部分的观众就达5500万。[6]因此，在图像化传播模

式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扩大为

“大众”，这种图像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众”表现

为多元与一元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

“大众”在图像化中的众声喧哗。在图像化信息传播

中，不同的价值意识、精神信仰、生活方式等都可

能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图像中。网络直播便是通过

网络构建的交流平台进行图像化信息交流的典型，

把信息的实时性、观看性、交互性和人相结合，观

看者和“主播”都成为图像中的“我们”，通过打赏、

弹幕等方式共同进行意义生产和信息交流。另一方

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在图像化中的异口同

声。当图像成为社会个体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它遵

循的是表面、感性直观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方式，可

能导致的是个体沉浸于平面化、物化、碎片化的感

官体验中，如对快乐至上的追逐、以新奇性为主导

的眼球经济。德波称之为景观社会：“世界之影像

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事

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在这里，骗人者

也被欺骗和蒙蔽。”[7]在这种景观社会中，人丧失了

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审视，由此生活的“形而上”和

“形而下”之间的张力失去，导致个体在价值取向上

呈现出告别崇拜、躲避崇高和拒斥榜样。因此，作

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由众声喧哗转向异口同

声，这种缺乏理性主导的大众往往演变为“沉默的

大多数”或“乌合之众”。

2．思想政治教育在图像化中的理论话语与生

活话语

在图像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中，社会个体更倾向

于大众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信息内容和表现形

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

的张力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部分个体对社会主导

意识形态及教育的疏离，把思想政治教育误读为单

向灌输和政治工具。例如，每年围绕春节联欢晚会

的“吐槽”演变为全民的狂欢，其实质是社会意识形

态主导话语权的建构与解构之间的冲突。如何把思

想政治教育的“有意义”与“有意思”相结合，需要聚

焦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内容和形式，回答理论话

语的“怎么办”和“为什么”。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在图像化中向生活

话语演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聚焦于通过理

论、逻辑论证冼练表达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国家

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共识等，这一话语具有政治性

与精简性。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

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并不能直接等同，而是需要将

这些话语进行“理论彻底化”，用他们喜闻乐见的素

材和形式表达。首先，这种话语的内容应是社会个

体所理解和所关注的生活形态，选取人们关注度较

高的社会热点，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进

行释疑解惑和回应。其次，需要用图像化的方式把

理论话语转化为能为社会群体理解和接受的图像文

本。2016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用“图说”的方

式解读“十三五”规划、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等会议热词，通过图像化的方式把政治话

语和理论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

二是用图像化方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

身。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话语包括“说什么”和“怎

么说”两个层面，前者指向的是具有鲜明社会意识

形态性和价值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后者指向

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达方式，而看似与教育

内容和价值导向无关的“中立”图像形式恰是最好的

话语方式。诺曼·布列逊在《词语与图像：旧王朝

时期的法国绘画》中对于图像真实性的论述对我们

不无启发。布列逊认为对于同一故事描述的两幅图

像，之所以人们感到其中的一幅比另一幅更加真

实，并不是因为画面上与故事相关的人物、动态、

样貌，而恰恰是与画面所描绘的故事无关的天空、

山脉、树木等背景。换言之，图像中的中性成分决

定了人们对于图像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化就是把话语内容渗透在中性

化的形式之中。图像并不是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还原成为视觉对象，也不仅仅是将语言无法

表达清楚的内容一下子直观形象地呈现，而是往往

超越了文本语言叙事的本身，甚至能够独立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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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政治教育图本。如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

特所列举的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

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

人授勋等图像，其本身就是很好的“自足的”图本。

从这个层面上，图像不仅能够还原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的原有文本，而且超越了原有的文本内容。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图像化中的显与隐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图像化旨在将思想政治教

育运行置于图像符号传播方式中，实现“显”与“隐”

之间的转换。

一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接收和传递信息方

式的读图化。在图像符号传播方式下，社会群体获

取信息的方式呈现出海量与碎片、去中心化与多中

心化的特点，这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中单一的言语

或文字内容形成强烈反差。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

无法适应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之

时，产生的效应是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方法被社

会群体所拒斥和疏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转

向图像文本，用图像、文字、情感并茂的方式完成

内容传递和表达。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给妈妈洗

脚》用一分钟的影像叙事把“关爱、言传身教、孝”

的社会价值共识表现得鲜活和富有感染力。脑白

金广告用一对漫画版的老人自叙把中国传统社会

的“孝道”、“人情”蕴涵其中，并通过反复“劝说”

的方式激发社会群体的购买需求。这种充分运用

图像化的形象、情感实现的看不见的“劝说”等，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字文本或口传模式难以展现

的。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文本实

现的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宏大叙述与微观叙

事、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群体导向与个人体验相

结合。

二是图像化方式把“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转

为“看不见”。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以施教者

的身份把思想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提供给个体并促

使其内化，这种“显性”教育形态虽然强调教育者在

教育过程中的权威和主导性，但容易造成内容的程

式化和方式的模式化。例如，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方法论，它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

和思想道德规范的获得性特质，但如果把这一方法

论简化为“注入式”或“填鸭式”的单一教育手段，不

仅与人的主体性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忽视教育对象

在知行转化中的主体性和教育方式的多样化。相比

之下，图像化方式承担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角

色，它通过教育内容和方法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契合，把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蕴含在生动形象

的图像符号中，在个体观看之时进行教化和引导。

因此，当图像符号蕴涵着一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准

则之时，就具有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它

通过“看”的方式向社会大众进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

的教育和引导。当美国影片《海上钢琴师》的片头出

现众人面对自由女神像呼喊“美国”之时，传递的

是对美国价值观的崇拜和向往，并通过“众人”这

一图像符号暗示“跟我学”。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

把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态度、意见转化在不同形

式的图像符号中进行传播，而且要注意防止图像

话语中可能蕴含的非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

教育主导性的消解。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转向并不

是要以图像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演变为看电

影、讲故事等娱乐活动，而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置于图像视域中进行审视，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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