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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研究 

张悦 

 

摘要：国家形象是特定历史时空下国家现实的反映，是国家意识的直观表达。国家形象建构有多种方

式，教材作为国家自我呈现的手段和社会“合法化知识”的代表，在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本研究依据4D国家形象模型和社会表征理论，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在粗

颗粒分析中，揭示了国家形象在各册教材中的频次分布；在细颗粒分析中，厘清了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方

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全貌。 

关键词：国家形象社会表征教材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化和现代媒体广泛传播的环境下，建构国家形象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国际间

的合作交流中，还反映在国家内部的归属认同中。
[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形象就成为了一个热门且

重要的研究话题，
[2]
既有的国家形象研究大多都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传播学领域，在教育学领域的

相关研究却很少。 

然而，教育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工具，
[3]p6

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领域，其中，教材扮演着尤为关键的

角色。一方面，教材作为国家的叙事代表，是国家自我复制、自我呈现的技术手段
[4]
，通过教材，国家能

够大规模地传达统一、标准的爱国思想，为形成文化上统一的国家做好基础。
[5]p45-48

另一方面，教材还是

社会“合法化知识”的代表
[6]
，其编制、审定与传播的过程都离不开官方的授权与管理，那么，这些经过

仔细筛选后才呈现在教材中的知识，自然就成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另外，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指出，“我们对一个对象的了解会影响我们对这一对象的感觉”
[7]
，随着教材学习的

不断深入，学生也会在了解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认知与感受。 

既然教材能有力地建构与传播国家形象，研究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就变得至为重要。鉴于此，本研究通

过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理解教材建构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以及这一国家形象是如何被生产、

转码并译码而走进学生世界的。 

 

二、理论框架 

 

与广泛使用的形象概念类似，国家形象可以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一个国家的信仰、态度和印象

的总和”
[8]
，此时的国家形象既是作为对象的客观存在，也包含了主体对此特定对象的认知。本研究所关

注的国家形象是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它不是完全的客观实在，而是经过解释与再造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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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曼和因根霍夫在2015年提出了4D国家形象模型，并将国家形象定义为：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对一个国家的主观态度，该模型采用一种整合的视角，将国家（ national）与国际

（international），个人认知（perception）与对话交流（communication）联系在一起。
[9]
p854D国家

形象模型对研究国家形象有着积极作用。
[10]

有两项实证研究对这一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适用

于多种类型的国家形象分析，既包括不同群体（如外国投资者，政治家，政治公众，游客以及学生等），

也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如个人和主流传播媒体）。
[11]

综上所言，4D国家形象模型适用于本研究，可为回答

“教材建构了什么样的国家形象”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4D国家形象模型由功能性、规范性、审美性和共情性四个维度构成。功能维度是主体对一

个国家竞争力和表现力的认知与信念，它指的是国家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规范维度是主体对一个

国家完整性（integrity）的认知
[12]p22－35

，它主要是指国家的规范和价值观。审美维度是主体对一个国家

审美品质和吸引力的认知，具体涵盖了文化、传统和地貌。最后，共情维度是主体对一个国家的普遍感受

和依恋的情感。此外，国家形象四个维度还可分为认知与情感两个层面。其中，功能、规范和审美维度属

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层面，共情维度属于国家形象的情感层面，这就意味着，国家形象既包括人们对一个国

家的不同维度的认知，还包括人们对这一国家的总体感觉。 

此外，本研究还借鉴了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社会表征理

论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其他不熟悉的情况出现时，就会天然地出现解释的空白，此时就会产生文

化意义的缺失，表征就是让不熟悉的事物熟悉化，并在分裂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东西
[13]p10

。在莫斯科维奇看

来，社会表征过程包含共享的知识，虽然知识起因于人类的热情，但它并非是无私的，“知识是在特殊环

境之下，由那些具有明确任务的人们所组成的特殊小组之间不断地进行沟通和交流产生的”。
[14]

那么，知

识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让陌生事物变熟悉的社会过程。相对于学生而言，国家形象是陌生

且抽象的知识，此时社会表征理论便为分析“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学生熟悉”提供了框架。具体而言，社会

表征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锚定（anchoring）和客观化（objectification）。
[15]p3

锚定是将陌生思想重

新概念化的过程，它通过将表征转移到某一个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和解释的领域，以此适应人们现有的理解

框架；客观化是将抽象事物转化为客观存在的过程，它通过利用具体、可感的事物，例如“一个图像、一

个图标、一个人、一个比喻或一个隐喻”
[16]

，去解释抽象陌生的新现象，从而帮助人们去熟悉与理解。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依据四条标准去选择样本：首先，我们以德育教材为研究样本，因为德育课程所包含的公民教

育内容与国家形象建构最为相关。第二，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本研究选择广泛使用的教材，即由

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写，并在全国范围使用的教材。第三，本研究选择目前已经完全发行，有广泛影响力并

正在被学校使用的教材。第四，本研究选择义务教育年限的教材，因为对学生而言，义务教育阶段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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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理解国家形象的重要时期。 

根据以上四条标准，本研究选择教育部统一编写的义务教育教材《道德与法治》（7－9年级）为样本

数据。之所以未选择《道德与法治》（1－6年级），是因为在研究阶段，教材尚未全部发行。为了便于记

录与管理数据，我们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使用教材代码（ML）、年级代码（G7－9）、上下册代码（V1

－2）和页码（如MLG7V134）作为教材文本内容的标记。 

（二）分析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粗颗粒与细颗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17]

第一，在粗颗粒分析中，对教材中有关国家形象

的内容进行归类与计数，以此揭示国家形象在各册教材中的频次分布。第二，在细颗粒分析中，主要运用

文本分析法，去厘清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全貌。 

首先，为了分析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内涵与全貌，本研究以4D国家形象模型为基本框架，结合扎根

理论的三级编码技术（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选择性编码）
[18]p14

，自下而上地对教材文本进行分析，

在此过程中借助NVivo12软件建立编码和类属，并最终确立一个更为详细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含两个

层面（认知、情感）和四个维度（功能、规范、审美、共情）。认知层面是主体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包含

功能维度、规范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情感层面是主体对国家的情感，包含共情维度。具体而言，（1）功

能维度分为政治、经济、科技和国际关系；（2）规范维度分为规范、价值观和秩序。其中，秩序是在编

码后增加的，具体指的是社会治安和制度体系；（3）审美维度分为文化、自然风貌和人物。其中，人物

是在编码后增加的，指中国国民的榜样与代表；（4）共情维度分为情感、精神和愿景。其中，精神与愿

景是在编码后增加的，精神是指中国精神，包含民族自豪与情感认同，如航天精神、实干精神等；愿景代

表着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望，如中国梦。 

其次，为了分析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方式，本研究从国家形象的锚定和客观化两个角度展开，

尝试从直观的表象去推论符号背后的意义。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上述两个过程可能是重叠的，因为分析

国家形象内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解读国家形象锚定的过程。下文通过呈现教材中的一段文本来展示具体

的编码过程（见表1）。 

表1 分析过程例举 

步骤 举例 

文本选择 
无论我所服务的是国家、军队，还是企业、组织，机构，我都将奉行“这是我们的

船”的法则，我将与船同生死、共命运。因为———这是我们的船。（MLG7V280） 

社会表征

过程 

客观化→中国国家形象客观化地呈现于“这是我们的船”（隐喻）→集体主义倾向的

国家形象锚定→中国国家形象锚定于集体主义 

内涵分析 
这是我们的船（编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类属）→中国倾向于集体主义

（重要类属）→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类属） 

 

四、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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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结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通过粗颗粒分析，揭示国家形象在各册教材中的频次分布；

（2）通过细颗粒分析，呈现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 

（一）粗颗粒分析：教材中国家形象的分布结构 

本研究通过粗颗粒分析，揭示了教材中国家形象的频次分布。首先，将教材中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文本

录入NVivo12；其次，对数据进行自下而上的编码分析，并得到国家形象主要类属的框架；最后，依据框

架对国家形象的编码内容进行分类与计数，结果如表2所示。 

可见，教材中国家形象的内容分布和结构频次存在着明显差异：第一，教材对国家形象的描绘大多集

中在政治、规范、价值观以及文化之中，而很少提及国际交流与风景地貌，这说明《道德与法治》教材更

倾向于建构国家的政治、规范、价值观以及文化形象，反映了德育课程的学科性质。第二，国家形象在每

册教材中的分布也各不相同，G7V1重点关注的是国家规范、审美形象，很少关注国家的功能形象；G8V2重

点关注的是国家功能与规范形象，很少提及国家审美与共情形象。相较而言，G9V1则较为均衡地展现了国

家形象的所有维度。此外，各册教材在四个维度中的不同分布，也构成了不同风格的国家形象。例如，

G8V2重点关注国家的政治形式与法律法规，但却忽略了国家的审美文化与情感，这时展现出的国家形象就

相对单一；G9V1描绘了国家的功能与规范，同时也传递了文化与情感，这平衡了国家形象的所有维度，展

现了更为立本研究的结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通过粗颗粒体综合、丰富生动的国家形象。 

表2 国家形象内容的结构分布 

教材分册 

功能 规范 审美 共情 

政治 经济 科技 国际关系 规范 价值观 秩序 文化 地貌 人物 情感 愿景 精神 

G7V1 — 4 — — 3 13 1 36 — 9 4 1 2 

G7V2 13 — 2 — 17 37 10 17 — 6 — 1 3 

G8V1 21 10 14 — 18 45 8 19 1 3 16 4 5 

G8V2 30 2 — 1 37 14 1 3 — 6 2 — — 

G9V1 31 14 22 5 21 25 4 62 6 11 3 12 4 

G9V2 15 9 9 25 — 23 2 24 — 13 — 2 2 

 

此外，从不同教材最高频次的差异中，能总结出不同教材所建构国家形象的特点。G7V1强调国家文化

（36），较少描述国家形象其他方面的内容；G7V2重点介绍国家的价值观（37）并开始提及国家的政治与

科技；G8V1最关注的是国家的价值观（45）并达到了六册教材的最高频次，同时，国家政治、经济与科技

以及情感的内容也得到加强；G8V2重点关注国家规范（37）以及国家政治；G9V1中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加强

并达到六册最高频次（62），它还平衡了国家形象的四个维度，展现了较为完整综合的国家形象；G9V2最

为关注的是国际关系（25），其他国家形象的内容也较为均衡地分布在各个维度。基于上述内容，能看到

各册教材在建构国家形象时有不同的侧重点：国家文化—国家价值观—国家政治—国家规范（法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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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国家形象—国际关系。可见，六册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呈现出从易到难，从单一到综合，从

熟悉到陌生的特点。 

此时，再结合不同学段的教材文本去分析，还能发现教材呈现的国家形象特点与学生的认知发展在某

种程度上是重叠的。例如G7V1是初中生学习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第一册教材，其文本内容主要从“我”展

开，只是辅助性地介绍国家传统美德与文化；随着学习的深入，教材在传统文化与美德之外，逐渐增加了

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的内容；直到G8V2，教材开始介绍国家政治与法规等方面的内容，并将叙事主角从

“我”转向“国家”；到了G9V1，教材又将国家的边界延伸，从仅关心国家转变为关注国家与世界的关

系。总而言之，无论是“我”到“国家”再到“世界”的编排顺序，还是不同教材所呈现出的国家形象特

点，都反映了教材所建构的国家形象与学生成长发展之间具有关联性。 

（二）细颗粒分析：教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 

通过粗颗粒分析，我们揭示了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的总体倾向与频次分布。然而，要想知道国家形象的

社会表征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全貌，还需要进行细颗粒分析，这主要包含了锚定与客

观化两个过程。 

第一，在分析锚定的过程中，通过直观的表象去推论锚定背后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教材所建

构的国家形象。例如，“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MLG8V214），从这个隐喻中能

看到国家形象锚定于我们熟悉的政府权力之中，体现了国家规范政治权力，追求政治民主的形象；“中国

的春运，可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MLG7V173），这一国家形象锚定于大众所熟悉的春节之中，反映

了中国人重视亲情的形象，同时也刻画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象。第二，在分析客观化的过程

中，分别从拟人化、符号、隐喻以及定形（figuration）四个类别展开，揭示了国家形象是如何融于我们

日常熟悉的话语与符号，并逐渐被我们理解、熟悉与接纳。 

通过对国家形象的锚定与客观化进行分析（详见表3），能总结发现教材建构了如下中国形象： 

1．中国的基础实力提升，不断走向创新发展。教材建构了中国基础实力不断提升的形象。例如，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制造业跃居世界第一位”（MLG9V108）；不仅

如此，教材还描绘了中国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形象。例如，“移动支付遍布全国并融入人们生活，和谐

号、复兴号的成功运行也标志着中国高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MLG9V125）。此外，中国

创新还体现在教育方面。例如，国家提出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推动教育改革，使得教育普及程

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科技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2．中国追求政治民主。教材描绘了中国追求政治民主的形象，它展现了当下中国正努力建设成为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断通过完善政治制度实现政治民主。表3呈现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协商民主等，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另外，政治民主还表现在国家规

范使用权力，完善政治制度之中。例如“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MLG8V214），

这一隐喻便表达了国家对政治透明化的追求；“我向总理说句话”（MLG8V112）制度的设立，也是国家拉

近人民与政府之间距离，积极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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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包含了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革命文化以及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首先，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与智慧传承的体现，例如“孝”是中国传统美德

的体现，中国人之所以注重“孝”与亲情，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儒家人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也重视

“礼”，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其次，中国民间文化也很丰富，如表3所示，太极拳、中国戏剧

和茉莉花茶制作等都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特色文化。最后，中国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是中

国文化形象的体现，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祥云火炬的背后都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内蕴。教材对中国文

化的描绘，一方面彰显了国家文化丰富灿烂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 

4．中国加强依法治国并以德治为辅。现代中国越来越强调依法治国，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表3所示，国家通过成立宪法日与宪法宣誓制度，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

帮助其形成法律信仰。另外，中国在历史中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国家治理层面有“仁政”与

“德治”的传统，在国民个人品质上也有慎独、诚信、知耻等道德要求。鉴于历史传统与全球趋势，国家

采取“法定天下，德润人心”的规范形式，形成了中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特色形象。 

表3 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 

社

会

表

征 

国家形象 

 功能维度 规范维度 审美维度 共情维度 

锚定 （1）政治 

民主、多民族国家、共产

党领导、民族融合 

（1）规范 

法律、法治、行为准则、

礼仪 

1）文化： 

传统、儒家、革命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1）情感 

爱 国 主

义、民族

自豪、文

化自信 

（2）经济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区域

发展不平衡、经济全球

化、由“中国制造”转向

“中国创造” 

（2）价值观 

传统美德：奉献、创

造、“孝”“礼”、诚

信、公平、正义、和谐 

意识形态：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

总体安全观、宪法至上、

全球意识、绿色中国、维

护世界和平 

2）地貌 

风景秀美、疆土辽阔 

2）愿景 

中华

民族的伟

大复兴、

社会主义

精 神 文

明、国家

统一 

 

（3）科技航天、信息

与网络安全、创新科技 

3）人物 

劳动人民、航天员、

（ 3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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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榜样、科学

家 

实 干 精

神 、 航

天 、 创

造、革命

和宪法精

神 

（4）国际关系 

文化融合、合作共赢、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民主化 

3）秩序 

社会治安、诚信，安全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舆论

氛围 

  

客

观

化 

拟

人

化 

杨树朋 包拯、海瑞、狄仁杰、雷

锋、鲁班、杨震、钱伟

长、习近平 

时传祥、孔子、谭嗣

同 

邓小

平、杨靖

宇、毛泽

东、梁启

超 

 

隐

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

殊”、用改革之手激活创

新引擎、“同心掬得满庭

芳”、五十六个民族宛如

璀璨的明珠点缀着祖国的

壮丽河山、“滴水不成

海，独木难成林” 

 

让集体的和声更美、一滴

水放入大海不会干涸、这

是我们的船、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礼仪之邦；人

生的扣子要从一开始就扣

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中国人的 家是避风

港、春运 

中国梦、

祖国是我

们成长的

摇篮、少

年是国家

栋梁 

象

征 

 

国徽、核潜艇、中国高

铁、徐悲鸿《奔马》、移

动支付、轴承、墨子号、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航天

事业 

 

国旗、国歌 

 

家规家训、旗袍、读

《经》、太极拳、中

国戏剧、茉莉花茶制

作 

神 舟 系

列、核潜

艇、人民

英雄纪念

碑 、 妈

祖、祥云

火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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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定

形 

机构、G20峰会、一带一

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协商

民主 

圆桌会议、宪法日 清明节、春节 清明节、春节 宪法日、

宪法宣誓

制度 

 

5．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得到弘扬。教材展现了国家坚定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的形象，社会表征分析

可见，中国价值锚定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之中。例如“让集体的和声更美”

“一滴水放入大海才不会干涸”“这是我们的船”的隐喻，都反映了中国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

此外，从表3的共情维度中看，中国精神也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神州系列展现了中国自主创新的航天精

神；再如宪法宣誓制度和宪法日，反映了现代中国重视法治建设与宪法精神；最后，杨靖宇等革命英雄和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体现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 

6．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肩负一个新兴大国的责任，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

献。从表3可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锚定于国家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以及经济之中。第一，“中

国秉持‘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及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还首创‘构筑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MLG9V224）。第二，中国通过各类经济组织，与世界

各国展开经贸合作，例如“G20峰会”“一带一路”等，都体现了中国努力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中国还尊重全球普适的价值观，例如关注民生，竭力消除贫困，不断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幸福不懈努

力。第四，中国还向世界展现了大国风范，例如表3中的杨树朋便是中国担当的拟人化表达，“当面对各

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危机与难题之时，中国不推诿、不逃避，也不依赖他人，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责

任”（MLG9V229）。 

7．中国崇尚和谐。教材描绘了中国崇尚和谐的形象，“和谐”的思想源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是

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锚定于价值观、传统美德、政治、国

际关系之中。第一，“‘和’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

善的道德观”（MLG9V189）。第二，“和”涵盖了个人的自洽与平和，例如“慎独”“诚信”等品质。第

三，“和”包括个人与群体的融合，例如倡导家庭和睦，以儒家“孝”的人伦思想去维系代际情感；再如

强调民族团结，在保留文化多样的基础上弱化民族之间理解的差异。第四，“和”还涵盖了群体与群体的

和谐，例如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提出维护世界和平并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和”也包括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例如国家越来越注重保护环境，倡导建立“绿色中国”，并将人与自然的命运联系在一

起。 

8．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仍有不足。教材也客观描绘了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例如中国的“春运”就

反映出国家经济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领土完整

方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还尚未完成统一。“中国科技虽然在发展，但是科技创新之路任重道远，总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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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依旧不高”（MLG9V120），这就意味着中国仍需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此外，“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

国与能源消费大国”（MLG9V110），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同时破坏了生

态平衡，带来了环境问题。可见，教材一方面呈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新兴大国的光辉，另一方面也

表明国家仍需要结合各方力量来完善发展。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对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展开分析。在粗颗粒分析中能发现，国家形象在教

材中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教材总体偏向于建构国家的政治、规范、价值观与文化形

象，较少提及国家的风景地貌与国际交流；另一方面，每册教材在四个维度中的分布也各不相

同，这就使得各册教材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国家形象。另外，依据最高频次的分布差异，能发现教

材中的国家形象呈现出从易到难，从单一到综合，从熟悉到陌生的特点。此时结合不同学段的教

材文本来分析，能发现国家形象呈现的逻辑顺序与学生的认知发展在很多方面具有重叠性。 

在细颗粒分析中，我们厘清了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方式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所建构的国家形象

全貌。研究表明，教材中的国家形象锚定于中国基础实力、中国文化、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之

中，并通过修辞和符号得以客观化呈现。通过表3，能看到教材展现了中国基础实力提升，科技创

新，政治民主的功能形象；形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规范形象；刻画了历史悠久，文

化丰富的审美形象；描绘了中国曾经的历史遭遇，以及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进取形象

等；除此之外，教材在呈现国家形象的积极面之外，还客观地陈述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不足。 

对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展开分析，揭示了国家形象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国家现实的反映。表3

锚定与客观化中所展现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国际关系、规范、价值观、秩序、文化、地

貌、人物、情感、愿景、精神，为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轮廓。另外，教材中呈现的国家形

象还是国家意识的直观表达，以国家“创新”的价值观为例，国家形象在很多地方都围绕这一价

值观展开。例如表3审美维度中的科学家，共情维度中的创新精神，还有客观化部分所展现的鲁

班、徐悲鸿的《奔马》、中国高铁以及移动支付等都是中国创新的表现；再如“文化自信”理念

也渗透在国家形象建构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国担当

的树立，还是中国精神的弘扬，这都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自身文化与价值的肯定。此

外，对国家形象的分析还印证了教材具有传递国家叙事的作用，
[19] p69－8 3

教材总是与更广泛的政治

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特定历史轨迹下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记忆，正如教材中呈现的“中

国创新”“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当下国家思想的话语表征。因此，无论是

国家的价值意识、审美追求还是精神情感都能通过教材得以传递，这也侧面反映了教材依旧是社

会话语的延伸，
[2 0]

并通过修辞与符号传达着国家叙事与主流思想。 

采用符号学的方法对教材中的国家形象展开社会表征分析，能将教材里抽象、隐晦且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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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转变得条理清晰，为检验教材建构国家形象的合理性提供研究基础。此外，教材中的国

家形象是精心编排过的知识，对其进行社会表征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特定情境下国家形象的内

涵，以及它是如何通过修辞与符号传递给学生的，这为进一步分析知识生产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

系提供了方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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