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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科书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载体，不仅关涉如何回答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

什么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而且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精神媒介，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国家认同、文化

自信与价值观形成。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必须理性而鲜明地厘清时代精神内涵，以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根本遵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为基本底色，以吸收人

类文化历史知识与创新文明成果为重要路径；同时，必须科学而自信地厘定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价值取

向，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核心价值追求，以此来传扬民族文化基因、

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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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是体现国家意志、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国家事权、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

全的重要途径。
[1]
教科书不仅关涉如何回答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而

且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国家认同、文化自信与价值观形成。新时代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既要解决“为谁

培养人”的问题，即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服务国家战略；又要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即

厘清国家形象建构与教育目标的逻辑关系，实现发展方向与发展目标的统一，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获得

国家身份归属，实现人的社会价值；还要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即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的人才，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要以时代精神为根本遵循，实现

个体价值、集体意识、国家意志以及民族精神的建构；要以人的全面发展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价值旨归，实现文化基因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与家国情怀培养。 

 

一、时代精神：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 

 

教育部牵头制定并经由国家教材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规定：“中

小学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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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

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2]
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教材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和总结

，也是对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加强教材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以及怎样建设教材的战略定位，更

是国家意志、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发展需要对教材建设的规约与诉求。因此，教材建设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核心内容，体现国家意

志与民族精神，彰显民族品质与民族风格，来适应国家教科书建设事业发展的新需要。进一步来说

，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必须坚持以时代精神为思想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根

本遵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为基本底色，以人类文化历史知识积累和创新文明

成果为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根本遵循 

教科书是传承生产经验、道德观念、礼仪习俗的重要工具，也是传递人类智慧结晶、文化精华

、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教科书的建设过程，既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想象共同体”自我认同的过

程，也是描绘国家、民族及社会“世界图景”的过程。教科书建设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和凝聚着国家发展和人才培养的知识、思想、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

属性。
[3]
因此，只有渗透国家意识形态的教科书，才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才可

实现国家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教化，使国家的意志得以贯彻与落实。教科书国家形象建设，也唯有

深刻地融合并体现国家意志，才会被人民群众接受与认同，承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正当性”,

并接受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合法性”,也才可能实现国家意志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教化，进而落实

国家意志，形成国家集体意识的共同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

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4]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确定了根本方向。作为中国历史实

践与当代中国发展需要互动的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教科书建设特别是教科书

国家形象建构确定了根本方向。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足中国教科书建设具体实际，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教科书建设的行动指南，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维系中国话语

的教科书体系。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血统，更融合了

“中国具体实践”的血液。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

供了前进方向。因此，教科书建设作为教育变革的关键领域，必然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

成果在教科书建设中的“灵魂地位”。同样，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必须牢固把握全局性，系统且全

面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教科书国家形象建设的全过程。
[5]
我们应自觉运用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解释教科书建设中的各类问题，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唯有

以此来培育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会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丰富内涵。教科书国家形象

建构的核心是国家意志的塑造与文化的传承。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集聚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品格与时代精神的文明成果，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内涵。首先，为教科书国

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文化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初就以先进的品格，启迪了知识分子改变国

家命运以及思想解放的价值追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并为中国传统文化

赓续发展注入了活力。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现

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明成果，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文化发展需要在互动中创新发展的时代结

果，并创造性转化为符合现代发展需要的文化资源与文明动力，丰富了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文化内涵。

其次，为教科书中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以其深邃的理论

伟力和无可辩驳的科学精神唤醒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解决方案。而这

些承载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文明成果，升华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精神追求和理想，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转化为“坚实可信”的实践科学，为唤醒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以爱国主义为

内核的民族精神、民族自尊、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强，更为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了持续

的精神力量。
[7]
可以说，民族独立与解放、民族复兴与中国梦实现，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丰富的

民族内涵。最后，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具

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与时代特征，是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是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它聚焦攸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探究当今世界重大问

题，特别是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趋势，
[8]
这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时代资源和实践观照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精神：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底色 

教科书作为国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与文化逻辑中形成的教育活动文本，也是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

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
[9]
教科书用有意义的材料或内容滋养并塑

造学生，促使学生理解、接纳教科书所传递的主流信念与价值观。对主流信念与价值观的认同，本质上是

对国家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认同。而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主要是以“实体思维”的符号隐喻来表达隐

匿在其背后的思想或意识形态，通常表征为国家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因此，作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

构的基本底色，国家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无疑会对学生精神世界建构与未来发展提供持续性的精神动力与方

向引领。国家价值观与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作为

社会个体为了自己民族的目标、理想而不断奋斗以及对自我的认同感。
[10]

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既

要明确彰显国家价值观，又要注重民族精神表达，为学生成长打好国家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底色。 

第一，国家价值观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

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11]
可见，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建构应致力于国家价值观的培育。世界

国家观教育的实践表明，无论是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国家观教育，还是美国、



英国等国的“国防教育”,都将国家价值观培育放在国民教育的核心位置，并贯穿教育的全过程。而我国

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国家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由我国多民族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国家

观培育的目标所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的

国家观培育确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丰富了国家观培育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国家教育观既要“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也要培育“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教科书作为国家与民族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是

年青一代国家价值观培育的直接媒介。 

第二，民族精神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丰富价值意蕴。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中民族性格和民族精

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是国家繁荣与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取决于在特定社会历史条

件下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矛盾运动。
[10]
因此，民族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与社会意识

形态互动的历史产物，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是民族文化的特定表现形式。但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也

会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民族精神是所有民族成员达成共识并努力恪守的价值

标准、道德规范以及行为方式。
[10]
民族精神培育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要义，且渗透国家形象建构的全过

程。无论是澄清新时代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抑或是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文化、文明

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12]
这利

于民族内在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形成，利于彰显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面貌“自塑”形象的形成，利于国家

外在“他塑”形象的彰显。因此，国家形象的建构，既需要有“形之于外”的东西，更需要“蕴含于内

”的东西
[10]
来充分彰显民族精神的价值内涵。 

(三)人类文化历史知识积累与创新：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国际视野 

教科书作为人类文化历史知识传承与发展的文本载体，将人类文化历史知识与创新的精华转化为符合

“人的发展”的知识而得以被选择与传承。教科书作为国家形象“自塑”的重要载体，不仅具有传递国家

意识、民族精神、文化精髓等功能，而且具有培养学生国家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爱国情感、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价值。国家形象的建构是“自塑”与“他塑”在互动中合力完成的。因此，进行

国家形象“自塑”的同时，还要着眼全人类的知识积累和文明成果的积淀，以广阔的国际视野来“他塑”

中国形象。曾经被动的“他塑”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力量，话语权主要掌控在西方大国

手中。话语权上处于弱势，使国家形象“自塑”的影响力并不能与我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影响力相匹配.

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着力汲取全人类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文明成果，构建理性、客观、包容的话语

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家形象建构“他塑”话语权。 

第一，人类文化历史知识积累和创新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国际话语范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必须“自觉追求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一致性”“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反

映人类最美好的目标理想和价值追求”,
[13]
秉持实践理性的批判态度，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因

此，我们要理性认识与批判吸收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文明成果，汲取与借鉴其先进部分，为形成符

合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话语体系提供滋养，为掌控我国国家形象国内“自塑”话语权与提高国际“他

塑”话语权提供不竭动力。回望百年近代史，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形象“他



塑”的话语权长期受到西方强权与霸权影响。因此，新时代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在实践创新中批判吸收

人类共有价值观和文明成果，展现与弘扬我国国家精神与价值观。这就需要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与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形成本土文化特征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兼容并包

的开放精神，用“国际话语范式”讲好“中国故事”。唯有秉持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积极汲取人类文化

知识积累和创新文明成果，融入时代精神与品格，建构符合我国国情与时代发展需要的话语范式，才能

不断强化我国国家形象话语权，进而强化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话语权。 

第二，人类文化历史知识积累和创新为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提供发展新路径。我国国家形象是中华民

族共同体外在的表征形式，是中华民族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的价值与意义在于

它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一种价值参照。其所蕴含的世界互惠共赢、合作共生等价值理念，与我国

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相融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党和国家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作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

对切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作出的考量。
[1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守正创

新，为推动世界发展、擘画人类命运提供了现实指南和前进动力。
[1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作

为国际社会大国在助力全人类实现美好教育梦过程中的责任担当。
[16]
我们要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为我国新时代倡导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世界之维与历史依据，也为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提出的教材建设“一坚持五体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

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11]
对教科书国家形象建设具有的战略价值与指导意义不言

而喻。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闭门造车，抱残守缺，带来的结果只会是文明的枯竭与衰败。

同理，教科书国家形象的建构必须坚守中国立场，秉持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实践取向，在传承与彰显本

土文化精华的同时，积极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精髓，丰富中国话语体系。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

构既要彰显国家意志与民族品格，又要有体现人类文明成果的国际视野。 

 

二、价值旨归：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认同

国家与民族文化、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时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最终目标是“人

的全面发展”,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来说，“人的全面发展

”具有两个层次三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个层次(第一个规定)是唤醒自然历史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使

之获得充分的发展；第二个层次是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第二个规定)和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



富(第三个规定)。
[17]
可见，“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即“唤醒人的各种潜能”和“个体与社会的积极互动”

，这是与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目标高度吻合的。 

(一)传承文化基因：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内隐逻辑 

教科书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其核心目标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与赓续。教科书针对不同文化元素按照特

定体例与结构进行编排呈现，使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得以体现。存在于教科书中的文化符号、意象以及话

语，具有国家意志的强制性与民族精神价值的潜隐性特征。教科书将文化元素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传承

与嬗递，就要对文化元素进行再选择与再组合。同时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历史与现实交汇与激扬

中拓展国家视野，增强历史厚重感与现实针对性，实现教科书国家形象的系统化建构。 

第一，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着力于文化自信的彰显。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特质都是其核心价值观的

表征与彰显，其发展趋势深受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规约，文化自信是核心价值观自信的外在表征。7]坚定

的文化自信有利于赋予文化主体通过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和饱满的民族精神状态来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

象，增强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坚定的文化自信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价值引领，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又观照了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
[18]

既观照了“自我”的内在价值的主观追求，也观照了“他者”认识与理解中国价值的外在需求。但是,也

要清醒认识到，坚定的文化自信，是以人们的文化自觉为前提的，是在文化自觉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费孝通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

件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

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19]
因此,

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需要对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形象有深刻的自觉，主动继承与批判吸收传统文

化与世界文化，走向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实现文化的自我超越，最终坚定文化自信。只有文化自

信的不断彰显，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才会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第二，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着力于中西文明互鉴。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过程，既是对中华优秀文

明继承、批判与超越的自觉过程，又是在同其他优秀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构建平等、共存、互鉴文明开放

体系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20]
摒弃傲慢和偏见，秉持平等和尊重，才能推动不同文明交

流对话、和谐共生；反对文明冲突，共赏文明之美，世界文明百花园才能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打破文化

交往壁垒，坚持兼收并蓄，文明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走出因循守旧，坚持推陈出新，文明成果才能跨

越时空、永葆魅力。文明互鉴不仅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沟通不同文明圈国家之间思

想、人心和价值观，消除不同“文明圈”国家和人民内心中的隔阂、误解和偏见的根本途径。
[21]

在文

明互鉴中应吸纳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长处，汲取丰富营养和能量，实现自身文化的蜕变和升华。因

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不仅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着力传承文化基因，在不断的文化自觉过程中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去”,还要吸纳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让世界先进文化“走进

来”,为构建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二)塑造价值观：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外在规约 

价值观是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最根本出发点。教科书承载国家战略、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国家记忆，

是核心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途径。反过来，核心价值观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中对各种文明创造、文化滋养择

善而纳、从容吞吐的气度与尺度所在。
[22]
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的建构，要深度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创新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以利于世界认识中国的先进文化，理解

中国的价值观追求，有力彰显中国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 

第一，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着力弘扬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

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23]
可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目的，是培养

人们的价值判断力以及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本质上是

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而“培养什么样的人”聚焦的是如何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要深度挖掘蕴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核心价值观要素，借用教科书的语言与图像文本，合理地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

美，塑造学习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素质和品格。 

第二，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应展现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创新。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外在的表达形式，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相应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达，任何思想理论的创新都蕴含着话语体

系的优化和发展，而话语体系创新，则是一个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宏观布局与微观操作相结合的过程。

[24]
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范

式与传播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同时，我们也要吸纳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创新成果，构筑既具备本土特色，又具备国际特点的中国话语体系，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的声音，并

理解中国的核心价值追求。因此，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构与创新，一方面要以坚

定的文化自信，大力倡导与积极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与教科书中国家形象要素相融合，

增强青少年学生及本国人民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精神，

汲取人类文化知识创新成果，与教科书中国家形象要素相融合，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

接纳，形成“内修”与“外炼”兼具的新时代话语体系。 

(三)培育国家观：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本体目的 

教科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它作为学生的“精神食粮”必须体现国家事权。教科书通过特殊的“

印刷语言”,来创造一种符合国家意志的“权力语言”,以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政党的认同。
[25]

换句

话说，教科书是一种官方知识权威制度化的文本，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是传递与弘

扬国家观的制度化文本。国家观决定了教科书中国家形象建构的基本目标，决定了教科书中国家形象的

建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 

第一，承载并传扬国家观是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价值追求。国家形象建构是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出

发的，对内不断地提升国家与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力，实现本国人民对国家价值观自觉认同；对外赢得

他国对我国价值观的理解与支持。国家观会因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国家战略需要而发生改变。因此



，培育国家观需要遵循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刻地认识国家性质、国家历史、国家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

关系，形成正确的国家意识、国家观念以及国家情感，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识，最终实现国家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书中的国家观塑造，首先必须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与人民的根本

利益需要。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必须承载并传扬国家观，教科书中的国家形象必须彰显中国精

神与中国风采，必须展现中国气派与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以及“文明大国形象”。 

第二，承载并传扬国家观是教科书国家形象建构的鲜明标识。国家观是一种关于国家属性、国

家利益等方面的自我认同，其核心要义是维护国家利益观念，集中体现为国家安全观、政治利益观、

经济利益观和文化利益观。
[26]

教科书国家观培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科书中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塑

”与“他塑”主体对我国国家观念的理解与认同。国家观的建构，必须展现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

与国家自信，引导人们矢志提升国家认同的爱国奋斗精神，在把握大势中找准自身定位的世界眼光与

国际胸怀。
[27]

同时，国家形象的建构同样要求建构主体对国家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的自觉认同。党的

十九大向世界庄严宣告：“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8]

这反映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自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敢于承担历史责任与担当时代使命的勇气，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巨大优越性。可

见,国家形象建构的思想认同与培育国家观的目标在思想内核上是相契合的。因此，教科书国家形象

建构必须承载并传扬国家观，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家国情怀，满足其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内在需求

，实现其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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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of Textbooks:Epochal Spirit and Value 

Objective 

Abstract: As an  importan t  con ten t  carr ier  fo r  ach iev ing educat ional  goals,tex tbooks are 

concerned  with  answer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 ions o f“what  k ind  o f  people to 

cu l t ivate”,“how to  cu l tivate”and“fo r whom to  c u l t ivate”.Besides,as  an  importan t  sp ir i tual 

medium fo r nat ional  image construct ion ,they  d irect ly  in fluence the nat ional  iden t ity ,cu l tu ral 

confidence and  value fo rmat ion  o f  educated  people.To  construct  the nat ional  image o f  

tex tbooks,we must  rat ional ly  and d ist inct ly clari fy  the conno tat ion o f  the sp ir it  o f  the 

t imes,take the theoret ical  ach ievements and  innovat ive development  o f  Marxism in  Ch ina as 

the fundamental  gu idel ine,take the co re values o f  social ism and  the excel len t  cu l tu ral  

t rad i t ions o f  the Ch inese nat ion  as  the background  o f the era, and  take the absorp t ion  o f 

human  cu l tu ral  and  h isto rical  knowledge and  innovat ive civ il izat ional  ach ievements as an  



importan t  path .At  the same  t ime,i t  i s ne cess ary  to  sci en t i f ical ly  and  confident ly  define the 

value o r ien tat ion  o f  the construct ion  o f  nat ional  image o f  tex tbooks,make the“al l -round 

development  o f  human  beings”(i .e.the cu l t ivat ion  o f  social ist  bui lders and  successo rs wi th 

al l -round  development  o f  moral ,in tel lectual ,physical ,aesthet ic and  labor  educat ion)as  the 

co re value pursu i t ,and  real ize the sp read ing o f  nat ional  cu l tu ral  genes,the shap ing o f 

social ist  co re values and  the cu l t ivat ion  o f  nat ional  sen t imen ts.  

Key words: tex tbooks;construct ion  o f  nat ional  image;epochal  sp ir i t ;value ob ject ive  

 

选自《课程·教材·教法》第41卷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