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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叙事与叙事图像: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历史与未来

温小平
(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图像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当中，人们较为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叙事功能。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和任务的变化，随着图像

技术的发展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从起步到繁荣，从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

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临“图像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

化”“词语钝化”的现实危机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转向，需要注重文字与图像，实现“图文并茂”; 注重过

去与现在，实现“喜闻乐见”; 注重整体与局部，实现“以小见大”; 注重情感与叙事，实现“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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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较为注重强调思想的

引领性和灌输性，忽视其过程和方式的转向和改

进，致使出现“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

尚”等现象问题，遭遇教育对象不爱听、不想听、不

愿听的现实境遇。这在一定层面上说明，思想政治

教育的传统叙事话语、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需要

转向升级。叙事，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

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可以是口

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也可以是固定或活动的画

面、手势，也即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近年来，有关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问题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

注。形成《文本·图像·记忆: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转向与社会认同》《纪念性空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

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及其操作方法研究》等

代表性的成果。人们在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

同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关注也日益兴起，形

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化转向》《论思想政治教

育图像的界限及实践》等研究成果。但从研究的情

况来看，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研究，忽视了

从历史的发展性和连贯性视角来考察。

一、图像与叙事

图像，指各种图形和影像，包括摄影、摄像、电

视、电影等视像和插图、漫画、卡通等画像。图像作

为媒介，具有叙事功能，能够承载个人记忆、集体记

忆和社会记忆的功能。从概念上讲，图像叙事是指

“存在于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以多种传播媒介为载

体，尤其是以影视、绘画、摄影、广告等图像符号为

基本表意系统的叙事表达”。从人类历史发展来

看，运用图像来进行叙事，由来已久。伯格在《观看

之道》中强调:“视觉早于文字”［1］。在宝镜湾遗址

中出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岩画，对古人在海边生

活的真实写照和图腾崇拜等进行了叙事。此后从

早期的象形文字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到凌渊阁 24 功

臣画像到《清明上河图》再到近代以来的照片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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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电视等，都是运用图像叙事的典范。
既然叙事主要包括文本叙事和图像叙事，那么

跟文本相比，图像的最大特征便是可视化，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形象逼真，能够透过“可视”来对客观对

象进行相似性、生动性的描述或写真。给人直观的

视觉性感受，能够引导人们对叙事的主题、内容等

清晰表象和直接感官，感到形象、鲜明、生动有趣，

表征 着 个 体 认 知 世 界 的 方 式 由“思”转 向“观

看”。［2］这也就是荀况所说的“闻之而不见，虽博必

谬”，也比如当我们看到天安门城楼悬挂特有的毛

泽东画像，直接能够将直观的视觉感受与心理的认

同情感相互融合。
从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构成的基本元素来

看，图像是核心和前提，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图像

都能构成叙事”。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正如约翰

·萨考夫斯基认为: “摄影艺术本身是没有办法来

叙事的”［3］，“照片是按下快门一刹那间的纪录，从

正面来讲，它的那一刹那的情况具有长久的意义，

但从反面来看则既没有解释前因，也没有预示后

果，所以摄影未免欠缺一些叙事能力”［4］。图像本

身缺乏叙事能力，但要发挥它的叙事功能，则依赖

于图像的建构，尤其是对图像按照叙事的逻辑进行

编排，“一张照片不过是一个框架，随着时间的推

移，其系留处也就松开了臂膀。”［5］要让这些“快门

一刹”的照片发挥叙事的作用和功能，只有让它漂

移到一个模糊抽象的历史概念之中，让人进行各种

各样的解读。“一切世界图像都依赖于对于一定概

念材料的条件性的选择”［6］“每一种图像都是逻辑

图像，逻辑形式是逻辑图像的本质特征”［7］。
当然，运用图像进行叙事，除了要对图像进行

编排之外，还需要注重时代性，这一方面体现在每

一时代赋予图像叙事的主题和内容不同。比如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

放时期，由于时代的主题和任务不同，思想政治教

育图像叙事选取的素材和围绕的话语体系截然不

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的主题是为了唤

醒人民积极参加革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多是以革命性、动员性

为主。“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

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

广而速。”［8］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

叙事的任务更多围绕公民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

和职业道德教育，更多体现在道德规范养成和社会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上;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

教育图像叙事的时代性还体现在图像叙事易受时

代技术发展，尤其是图像技术发展的限制影响。一

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图像，或者什么样的图像技术

成熟，直接决定图像叙事选择的途径，也直接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历史发展

从历史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发展，

是随着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从传统单一、
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时代立体、
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

清末民初，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不少报纸为

了吸引人和扩大传播，在传统主要是文字报道的同

时，随报奉送一种石印的画页，顿时抓住了不识字

的人的眼球和需要，让他们对时事新闻的了解和认

识一目了然、耳目一新。这一“画报”的产生和由来

带来的社会影响，很快被早期革命党人抓住，成为

宣传和动员革命采取的主要形式和方式，广泛地运

动到义和团、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和五四运动中，广

泛地用来当作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在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过程当中，画报也被广泛吸收和学习。在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中，为

揭露资产阶级压榨工人的罪行和启发工人觉悟，里

面就插有形象生动的图画，画面中的工人强壮魁

梧、正 义 凌 然，资 产 阶 级 的 嘴 脸 丑 态 毕 露、虚 伪

狡诈。
在北伐过程当中，鉴于“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

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9］等

革命现实境遇的认识，对图像叙事的认识进一步增

强，实现漫画的革命和漫画的北伐，中共上海区委

宣传 部 便 认 为 画 报 和 歌 曲 是 宣 传 品 中 最 有 效

的。［10］通过图像叙事“一方面宣传反帝，揭露军阀

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革命的理解和信

心”［11］。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广东、江西、
湖南、湖北等省总工会、农会先后创办的《工人画

报》《农民画报》《镰刀画报》《农民画刊》《犁头周

报》等，出现《新军阀蒋介石甘自向坟墓里探索前

行》《国民党之饵》《同志仍须努力》等漫画作品，直

接引发中央对图像叙事革命的重视。192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案》明确要求:“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

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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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12］1932 年 12
月，以图像为完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红星

画报》创刊，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讲解军事技术，宣

传政治理念，揭露国民党的罪状和罪恶。尔后，运

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日愈增多，比如在延安

时期，为体现党的会议的隆重和庄重，建构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画像被普遍运用。“今年

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

不仅 超 过 其 他 要 人 的 图 像，而 且 是 两 三 倍 的

超过。”［13］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政权，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为广泛和

普遍地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奠定保

障，图像叙事进一步普及，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领

袖人物及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都通过图像叙

事的方式进行; 另一方面，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中

国共产党运用图像来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方

式实现创新性和多样性发展。图像叙事被广泛地

运用到举办的建党、建军、建国和辛亥革命、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等各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活

动中，广泛地运用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社会主义

改造、“三反五反”、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的政治动

员当中，广泛地运用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当中。比如 1953 年

创作而成的《开国大典》油画，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

绘中，将共和国成立的气氛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

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还比如 1958 年

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虎门销烟”“金田起义”
“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
“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等八幅巨型浮雕，

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生动演绎了鸦片战

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辛，生动诠释“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令每一个到此参观的人都肃然起

敬，有效地起到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的作用。
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是，除了油画、照片、画

册等图像叙事手段继续被广泛地运用到思想政治

教育叙事过程当中，电影电视影像的广泛运用，是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成立

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

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等著名的电

影制作单位，先后形成《英雄虎胆》《林海雪原》《冲

破黎明前的黑暗》《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太行山上》《八路军》等

大量优秀影视作品，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更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产生了巨大

的社会影响。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

展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电视、电影、电子屏幕媒

介等诸多形式为大众构造了图像化的世界。“文字

让人厌倦，让人不过瘾”，人们更多需要图片来刺激

眼球、激发求知欲，从 2G 到 3G，从 3G 到 4G、5G。
纪念画册、纪念邮册、历史图片展、电影、电视剧、视
频等被广泛地运动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尤其是

通过举办图片展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成为思

想政治教育叙事惯用的方式，比如上海“一大”旧

址、南湖革命纪念馆、母瑞山革命纪念馆、六连岭革

命纪念馆等红色纪念空间，都有相应的历史图片

展，将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由来和变化发展过程

及背后潜藏的红船精神、琼崖革命精神等完整、直

观的叙说出来，让人在参观完之后，自然、不自然地

受到教育，接受“洗礼”，增强记忆的认同。与此同

时，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重要人物英雄事迹、党
的重要理论和战略布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所

取得的成就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也都通过举办图片展览的叙事方式进行。比如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时候，各地纷纷开

展以党的光辉历程为主题的图片展，将爱党教育融

入一张张图片建构起的叙事中。此外，还涌现出

《彭德怀元帅》《建党伟业》《建军伟业》《人民的名

义》《厉害了我的国》等一大批优秀影像，进一步丰

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增强思想 政 治 教 育 效 果。
2017 年暑期，恰逢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电影

《战狼 2》“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叙事主题表

达，不但让自身票房获得巨大的成功，也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观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民族自信。
此外，光电混合等多维图像处理技术被广泛地

运用到以纪念馆、博物馆、陈列馆等为中心的公共

历史纪念空间当中，为来访参观者创设一种身临其

境和感同身受的“记忆之场”。十八大以来，网络上

流行的很多习大大的漫画形象，更是展示了执政者

的开明与开放，体现了公众对领导人的爱戴。

三、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现实危机

虽然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图像社会或

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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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学校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纪念活动组织过程当中，图

像叙事运用更为普遍。但在人们惊呼“文字已死，

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之时，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

在现实中，也遭遇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图像滥化”。早在 1972 年，E． H． 贡布

里希便发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

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14］的感叹。仅仅才不

到半个世纪，网络、电视等各种以图像化作为表达

和传播特征的媒介占领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尤

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等可移动终端的广泛运

用，图像对于传统社会的影响达到巅峰，人们更多

习惯用视觉看图、读图来认识新鲜事务。图像化时

代的到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影响是一把双刃

剑，在数字化图像时代，图形的表达由原来的单一、
物质、静态和平面特征，转向立体、非物质、互动、动
态和声光电混合。微电影、微视频和电子相册、电

子画册也在抗击传统大电影、长视频和物理相册、
物理画册，给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带来更高的技

术挑战，甚至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危机。一方面，“读图时代”的瞬间信息和快餐式消

费，亟需大量新鲜、新颖的图像来博取人们的眼球，

尤其是青年的眼球，使得当前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图

像叙事造成的效果和影响力出现短暂性和不可持

续性特征，容易缺乏共性认同，容易出现“热过头”
的现象; ［15］另一方面，容易给人一种错觉或者思维

定势，似乎任何叙事都必须图文并茂，没有图片的

叙事就不是完整的叙事。
第二，“思维退化”。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字叙

事与图像叙事是叙事的两种重要手段和方式。图

片的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优势，优点是生动形象，

信息量大，“一图胜千言”，能把复杂的故事和艰涩

的理论情景化，有时任何语言的描绘都无法企及，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图像浅显易懂，把大量

的时间消耗在读图上，容易造成人的阅读水平和思

维能力的低下，无法再造想象。一段时间网络上流

行的“一张图读懂”现象，比如《一图读懂党代会报

告》《一张图读懂一带一路》《一张图读懂 2015 年

宏观经济数据》《一张图读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一张图读懂河长制》等，用直观、简洁的方式，

将所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展现给教育对

象面前，有效地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但问题的另

一方面，人们在读图的时候，画面一个接一个，让你

来不及分析，没有时间思考，更不可能深入思考，进

而对叙事的内容形成快餐式消费，囫囵吞枣，造成

思维的退化，回到低智力时代。尤其是仅仅试图通

过一张图来宣传、了解和认识党和国家等各类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引起对政策认识、理解

的教条、片面、粗浅和低级。
第三，“整体碎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

“碎片化”的发展，一方面，包含自身叙事内容变化

面临的挑战。在过去革命的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唤醒人们革命的意识和开展革命动员，

在选择叙事图像的过程当中，相对较为容易。比如

为了开展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选取革命英雄

和民族英雄的图像便能实现叙事的目标。但如今，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更多体现在社会思想、道

德、行为规范的引导，所选取的图像既要体现思想

政治教育目的，又要充分体现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

性。大众化的叙事内容和话语思维转换，给思想政

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图像识别、处理和增强带来巨大

的挑战。尤其是在社会大众生活趋于去中心化、碎
片化、零散化和即时化的情况下，有经典意义、开创

意义、引领意义的图像叙事难以被建构起来; 另一

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网络技

术、传输技术的大量应用，大大强化了受众作为传

播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碎片化现象不但让受众群

体细分呈现为碎片化现象，也引发着受众个性化的

信息需求，整个网络传播呈现为碎片化语境，不在

追求整体性、系统性的认知和追求，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近来“抖音”现象的出现和流行，在一定程度

上折射此问题。
第四，“词语钝化”。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

核心在于图像，但在图像泛滥的背景下，尤其是微

生活的潮流背景当中，人们习惯于识图、看图、读

图、玩图，不习惯、也不喜欢关注文字，更不喜欢从

事文字工作，比如网络上经常出现“我从不阅读，只

是看看图像而已”的言语。但只习惯看图，“熄灭了

文字与新状况碰撞下所迸放的火花”，往往容易造

成人的文字技能下滑，造成人的词语钝化，走马观

花，应接不暇。比如现在许多大学生，虽然能够制

作出精美的小视频，拍摄出美丽惊艳的照片，但词

语运用能力较为匮乏。“不善言语”和“辞藻的千

篇一律”是读图时代带来的不可不重视的问题。

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未来转向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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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面临的现实危机来看，“图像滥化”“思维退化”
“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背后体现的更多是“叙

事”的危机。当然，这并不代表“图像”不能够“叙

事了”，而是如何更好地“叙好事”的问题。为此，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图像

的未来发展，需要注重推动从图像叙事到叙事图像

的转向。
第一，注重文字与图像，实现“图文并茂”。从

20 世纪初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诞生的背景来

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识字率不高和

各地方言不一的问题，演讲报告、宣传横幅、宣传标

语和宣传册等文本叙事对不同地域、不同方言，容

易造成“所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

复解释”［16］的局面。而往往所用的漫画、照片、墙

画、油画、画报等更能引起人们的围观和深入人心。
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之下，不同地域、不同方

言和识字率低等困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问题已

得到根本性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面

临的问题，不但是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博眼球”，

更应当让我们用来建构叙事的图像能够“入脑入

心”，不是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层面，而是受

到启发，引发思考，不但使其“内化于心”，更能“外

化于行”。这就需要善于将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的

结合，实现无缝对接，“图文并茂”地将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的目的和内容展示出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的“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

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的

目的。
第二，注重过去与现在，实现“喜闻乐见”。从

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内容来看，过去的，尤

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图像明显多于当前的图像。
革命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和战争场面，

留下丰富的图像素材。为此，在运用图像来建构思

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人们更多习惯于运用历

史图片展等方式进行。当然，叙述过去，开展革命

教育、和平教育和历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内容。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肩负

的主要任务更多是体现在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

德规范层面对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影响，也就是经常说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

教育。因此，在运用图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

构的过程当中，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任务的变化

和情境的变化，对图像内容的历史跟进，是当前发

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效果所应当关心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内容重心应当注重从

“第一个百年”叙事向“第二百年”叙事的转向，从

革命的叙事向建设、改革的叙事转向，要多用老百

姓喜闻乐见、耳濡目染的图像内容来增强中国特色

社会 主 义 道 路 自 信、理 论 自 信、制 度 自 信、文 化

自信。
第三，注重整体与局部，实现“以小见大”。与

读图时代伴随而来的是微文化，两者汇聚，极大地

改变和影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依靠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通过微信、微博、
QQ、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运用文字、语音、视频和

图像等多种形式进行实时互动的交流和传递，具有

“短、平、快”的显著特点。［17］近年来，应对“微时代”
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主动跟进，尤其是思想政治

教育图像在“微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后现

代性下的微时代、微文化带来的性格张扬下的人格

沦陷、碎片阅读下的文化祛魅、主体缺场下的价值

迷失、群体极化下的认同危机等社会和个人风险，

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摧毁力。［18］为此，在未来的思

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建构和叙事过程当中，如何让其

既符合微时代特征，又谨防“碎片化”风险，是思想

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当

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重建构图像的整体与

局部关系，掌握微话语，建好微时代的叙事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的传递实效，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预定目标。［19］

第四，注重情感与叙事，实现“印象深刻”。图

像叙事的优点是能让受众感受到视觉的美感和震

撼，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需要达到

“博眼球”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受众的认知

认同、价值认可和思想认同，要实现心灵的共鸣、情
感的共鸣、心理的认同，让人赏心悦目，心悦诚服。
比如当前全国上下积极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核心价值观宣传画、VCＲ、
电影等图像，有效提升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社会知晓率，不少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

当中，都表述市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

及和知晓率达到 95%以上，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重点在于培育和践行。为此，在运用图像建

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当中，除了要发挥图像叙

事的视角特征之外，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体

性和主体地位，要让受众不但会被叙事的图像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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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更要被叙事的图像所打动。还比如在开展和

平教育过程当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以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实物和影像资料，翔

实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加上整

个纪念馆的布置，以“生与死”“痛与恨”等为主题，

“白骨为证、废墟为碑”，让每一个参观的人不但视

觉震撼，更是受到心灵的触动，对和平来之不易和

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五、结语

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内容，从过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

图像叙事的模式来看，关键在于发挥图像的叙事功

能，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服务，以

图像为核心，进而建构起从叙事到图像到叙事的模

式，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的、增强叙事效果，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百年嬗变，随着图像技术的发

展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从起步到繁荣，从

传统单一、物质、静态和平面的图像叙事，向数字化

时代立体、非物质、互动、动态的图像叙事演变，当

前由“图像叙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引发的“图像

滥化”“思维退化”“整体碎化”“词语钝化”等现实

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转向势在必

行。也就是如何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题和

任务角度出发，重构有价值、有经典、有代表性、有

内涵的图像。这也就是说，如何重构叙事图像，是

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发展，应当着重考虑的问

题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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