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像时代德育的话语修辞策略 

郁有凯 

 

[摘要]图像时代的德育根据不同功能体现出三种不同价值倾向的话语修辞观念，即“劝

服性”观念“认同性”观念和“生存性”观念。“劝服性”观念聚焦劝服性话语的生产，旨

在通过劝服性策略的探索，实现图像化德育对学生主流价值观的灌输，表现为时间策略、空

间策略和交互策略；“认同性”观念聚焦教师与学生之间公共性话语的生产，旨在通过释义

规则的运用，保证教学双方的平等对话，有效发挥引导学生舆论、达成价值共识的功能，表

现为故事建构策略、互文语境策略、情景释义策略；“生存性”观念是以人文关怀为价值取

向，聚焦文化性话语的生产，从而指明如何重塑学生的精神家园，构建学生的精神生存方式，

表现为文化意象策略、文化记忆策略和文化消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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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视觉修辞延续了修辞的功能，是以图像元素为主，综合了语言、文字等其他符号，

旨在“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

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
［1］

。图像时代的学生德育承担着不同功能，这些不同功能影

响了其话语修辞策略观念导向上的差异性，即对学生主流价值观的灌输功能催生“劝服性”

观念，对学生价值共识的引导功能催生“认同性”观念，对学生精神家园的重塑功能催生“生

存性”观念。发挥好图像化德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不同功能，需要以这三种不同观念为导

向，确立图像时代学生德育的话语修辞在不同功能维度上的具体实践策略。 

一、图像时代德育的劝服性话语修辞策略 

德育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定社会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要求与学生的实际思想品德水平之

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依赖于教师能够将学生的思想品德提升到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上来。

这也就决定了图像化德育依然承担着对学生群体灌输主流道德内容的任务。然而，图像化德

育是依赖于学生的主动观看，学生的主体性在图像化德育过程中获得极大增强。面对需要学

生主动选择信息的境况，“你说我听”的传统德育灌输模式难免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创新德

育的灌输形式，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劝服。“劝服是一种活动或过程，在此活动或过程中，传

播者通过信息的传递，力图诱导有一定自由程度的他人和群体在信念上、态度上和行为上发

生改变。”
［2］

可以看出，“劝服”一方面坚守了对学生进行灌输的根本要义，促进学生头脑

中社会主流道德意识的从无到有；另一方面又注重策略性说服，以契合学生的主体性特征。

当然，图像化德育本质上代表着社会的一定道德要求，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就



 

 

决定了其“总体上是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主导的”
［3］

，如果独立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导，

便会失去了劝服主体。这表明图像化德育虽然依赖于学生的主动性，但并不能说明对学生的

劝服是随性和自发的，而要坚持教师在图像化德育中的主导性。这种主导性体现为教师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要能够充分利用视觉修辞方法，保证对学生的有效劝服，根本地体现为一种

“象征权力”，这种“象征权力”是一种视觉符号权力，意为在德育视觉修辞所创设的社会

象征实践中，学生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此时象征权力已经在发挥作用，具体地表现为:其

一，要能够引导学生的注意力；其二，要能够铺设学生的认知路径；其三，要能够顺应学生

的内在心理诉求。时间、空间和交互三种策略确保劝服的实现。 

（一）时间策略 

时间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对学生的连续性认知的隐性劝服。“时间线是一种基本的叙

事维度，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
［4］

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时间被看作是可以终

结不确定性的一种思想方法。
［5］

事物被时间线赋予一个连续性的认知坐标，呈现出发展、变

化的属性，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
［6］

，从而决定了事物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并呈

现在学生面前。将时间引入图像化德育的话语修辞之中，本质上是教师的权力话语在时间维

度上的策略和部署，体现着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跟随时间发展脉络的隐性劝服功能。具体来

看，其一是在德育的概念化理论教育中，学生所面对的是已经形成的抽象的规范和概念，他

们只能是对“怎么办”这一最终结果的遵从。然而，教师如若在图像化德育中纳入时间线，

这就既可以向学生们表明最终“要怎么办”，又呈现出了“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的视觉化逻辑线索和时间发展线索，实现了德育内容在学生的视觉呈现上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呈现效果更加多维和立体，有助于学生的深刻理解。二是在格式塔心理作用下，学生一般倾

向于从图像元素各部分的相加来推想整个真实情况，从而保证心理上的连续性。从这一意义

上讲，时间策略便为图像化德育的视觉修辞提供了预测未来的潜在优势，通过事物发展的逻

辑延展性引导学生形成完整的心理认知，保证图像化德育的形象意义即使未曾通过部分图像

元素完全呈现出来，也可以在学生的头脑中经过“完形”之后被激活。 

（二）空间策略 

空间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重构学生道德关系过程中的隐性劝服。“空间既是物理意义

上的存在形态，也是一种关于表征和叙事的认知维度。”
［4］

教师要能够借助“主题并置”的

空间叙事理念实现对学生的有效劝服。“主题并置”是将不同的学生个体或群体置于同一主

题语境中，而学生的视觉形象是构建这一语境的最理想方式。不同的学生个体或群体同时出

现在图像化德育中时，在视觉意义上便构建了一个空间，这是对学生与自身的关系、学生与

他人的关系、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的重构，此时图像元素的选择、学生形象的呈现、学生与社

会关系的重构等就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标识，也意味着图像化德育话语掌控下的视觉修辞劝服

观念。一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利用社会生活中的学生个体或群体形象形构德育形象符



 

 

号的基本单元，图像化德育便可以借助视觉情境、视觉色彩、视觉情节等将学生个体或群体

形象进行凸显性表达，在生活化的语境中呈现出其与现实学生形象之间的内在张力，引导学

生效仿和学习。二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按照构建的主题叙事背景，创设比较语境，每一

学生个体或群体形象都以其他学生个体或群体形象的伴随文本而存在，通过对不同学生个体

或群体形象的符号化呈现，塑造携带一定主流价值内容的符号对象，展现学生的群体共识。

如在爱国主义主题的影视文本中，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学生形象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

对国家的热爱，这种视觉差异最终指向的是共同的爱国主题，从而将现实中不同民族学生的

爱国情怀在同一空间中激发出来。 

（三）交互策略 

交互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铺设学生认知路径的隐性劝服。“交互叙事的功能和目的就

是铺设、改写或再造人们的认知路径，从而引导或限定人们的接受过程。”
［4］

从引导学生的

认知路径看，图像化德育视觉修辞的交互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基于链接关系，通过点击

图像显示相关德育内容；二是基于递进关系，逐渐深入德育形象的深层内容；三是基于网络

关系，以动态性方式展示德育形象之间的结构。图像化德育交互性的视觉修辞实践能够最大

限度地激发趣味性，而趣味性是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劝服学生态度转变的基本规则。为满足这

种感性诉求，图像化德育的视觉修辞就需要形成自身的“出场”规则———教师借助图像元

素将抽象德育内容进行戏剧性、体验式、游戏化的加工和处理，从而将抽象德育内容渗透在

能动性和参与性的视觉化交互体验中。另外，学生的认知路径铺设和再造依赖于图像元素的

布局结构和层级关系，正是这种视觉布局设定了不同内容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同一内容的呈现

逻辑。譬如，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网上展馆中，教师引导学生在构建的交互环

境中通过鼠标点击“上下左右”按钮来呈现不同的展馆内容，而每一部分的具体信息也可通

过鼠标点击得到图像化呈现，还设计了成果传送门、相关视频介绍等图像内容，直观性、逼

真性、游戏性、趣味性和立体式的视觉交互体验，能够让学生如临其境，感知中国发展的伟

大成就。 

二、图像时代德育的认同性话语修辞策略 

图像元素为学生的话语传递提供了宏大叙事空间，他们就社会上的各种道德议题发表看

法，其看客姿态和跟风心理造成图像化的公共话语空间变成了非理性言论泛滥、颠覆传统的

混乱场域。“不同的话语都尝试在图像符号上建构自己的意义体系，编织自身话语的合法性”

[1]
，造成了话语共识性消解，亟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科学引领。图像带来的学生主体

性和话语公共性的增强，使得校园、网络、社团、学生会等学生置身其中的舆论空间不再是

教师可以占据决定性地位的领域，而成为一个教师与学生共在、共享、共商的世界。交互主

体性和平等对话是图像化德育引导学生舆论、达成价值共识的根本属性之一。对于如何实现

平等对话，则需要教师在视觉修辞上探索怎样建构图像化德育的公共话语，以满足学生的主



 

 

体需求、保证学生的主体参与并推进其价值认同。“认同”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认同主

体与认同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性存在；二是认同主体对认同客体的选择、承认和赞同；

三是在认同客体满足认同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时才得以生成。
[7]
现代德育的“教师→介体（对

话文本）←学生”的交往模式，要求图像化德育实践能够满足学生的价值诉求，体现着“认

同”的基本内涵。“认同”成为图像化德育在引导学生价值共识功能上的重要价值范畴，根

本地体现在探寻图像化德育教学双方积极对话和沟通的可能性和修辞路径，从而实现图像化

德育启迪人心的目的，具体地体现为:其一，要能够建构学生的公共接受形式和表达形式；

其二，要能够考察学生所关注的道德议题及其舆论走向；其三，要能够以对话性、释义性的

视觉修辞策略引导学生舆论，达成价值共识。 

（一）故事建构策略 

故事建构聚焦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的事实性基础。对事实的图像呈现，就是对真

实发生的故事的图像呈现，“摆事实”表现为“讲故事”。故事含有丰富的内涵，既是对社

会议题的真相呈现，也是观点支撑的重要论据，同时还是贴近学生实际的重要方式。教师要

实现与学生的平等对话和沟通，首要一点就是要坚持事实呈现，积极呈现故事发展脉络。一

方面，教师利用图像呈现社会事件的故事脉络并非是和盘托出的，而是评、述的交叉结合进

行，要从事件的一个信息点到另一个信息点，从而搭建一个从事实到观点、从观点到事实的

叙述逻辑和认知框架，由此教师的释义话语便能够在视觉修辞创设的认知语境和认知逻辑中

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教师借助图像对故事的展开要以具体事件切入，最终走向释义话语上

来，但这中间也离不开学生的看法和观点这一相关“故事”的“在场”。图像化德育的视觉

修辞就是要呈现出一个稳定、连续的故事链条，同时借助学生相关观点形成对话联动机制。

在教师渗透性释义话语和学生的多元化观点的交锋中，指引某一道德议题舆论方向的正确性。

总之，教师借助故事建构塑造出一个引导学生认知的新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有意构造出直指

话语反思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形成了一个从“事实真相”到“共同话语”的认知方式，引导

学生在对事实和观点的反思中升华对道德议题的认知。 

（二）互文语境策略 

互文语境聚焦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的判断性基础。法国文艺理论家茱莉亚·克里

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将互文性界定为文本与伴随文本之间的普遍关联性，任何伴随文

本“以不同的方式与文本发生关联，并深刻地影响了文本的释义方式”
[8]
，伴随文本对文本

的意义阐释构成了一种互文语境。从视觉修辞维度上看，只有两种视觉文本共享相似的视觉

图式，才能够形成视觉联想，构成视觉修辞意义上的互文语境。2011年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

与卡车相撞，引起愤怒的是来自现场的图像——校车被卡车撞毁。这会让人迅速联想到网络

上的另一图像——美国校车与悍马车相撞，悍马车被校车撞毁。两幅图像构建起互文语境，

通过后者对前者的释义，反思美国校车的坚固安全和中国校车的质量问题。因此，对于校园

舆论事件中学生所传播或创作的图像，教师要能够通过德育视觉修辞构建其伴随文本，发挥



 

 

好释义作用。一是基于相似性原则，教师要寻找德育的视觉图像与学生群体内的传播图像之

间的伴随关系和逻辑关系，通过相似性图式激发学生的联想，并融入德育的释义话语；二是

基于隐喻性原则，隐喻的思维基础是“借助另一种事物来认识和体验我们当前的事物”
[9]
，

是一种替换逻辑，当学生群体内的校园传播图像与德育图像具有共同的认知图式，就能够借

助德育图像这一喻体来认识学生传播图像这一本体，形成尼尔森·古德曼（Niersen Gudeman）

所说的“图式的转换”。 

（三）情景释义策略 

情景释义聚焦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对话的释义性基础。情景有“界限”，即使相同的

符号文本，在不同的情景里，也会表现出不同意义。视觉文本在不同情景中之所以能呈现出

其特有含义，正是因为形象与情景之间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形象文本意义依赖于情景本

身的语言系统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形象文本意义能够知晓情景的特征。因此，视觉修

辞意义上理解“情景”的释义规则，就是寻找形象意义的发生情景与形象意义之间的关系。

就图像化德育的话语修辞来说，是面对学生所属的个体化的图像化情景，教师要能够选择和

利用与之相同的形象符号，构建出新的德育视觉情景，并通过文字锚定其释义话语，在两种

情景的沟通中完成释义。如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类的校园舆论力量，要利用稳定性、权威

性的事例性形象，呈现出具体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及其危害，并对历史虚无主义中所运用的

形象符号给予重新赋意，构建起新的话语情景，引导学生走进这一话语情景中，去正确认知

历史虚无主义。而针对学生基于个别形象而产生的片面化认知，教师要借助图像元素传递事

件发展始末，呈现事实话语，对歪曲事实的虚假形象进行批判，构建起议题情景，使学生能

够在议题情景中重新审视舆论事件。 

三、图像时代德育的生存性话语修辞策略 

属人意义上的“生存”表现为属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包括精神生存。对精神生存的追寻，

需要经过对象化的实践领域跃迁到非对象化的精神领域，也就是对学生精神家园的建构。各

类视觉形象产品夹杂着浮浅内容扑面而来，只能使学生形成“感觉的幸福”，而非“幸福的

感觉”。面对精神家园的荒芜，图像化德育理应发挥重塑学生精神家园的重要功能。图像化

德育作为学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实践，肯定了学生作为文化存在的意义，创

造条件满足他们的精神生存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回应了学生的生存问题，本质上彰显了一种

人文关怀。这种“生存性”观念视野下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推进德育超越社会理性的工具性控

制，而转变为学生精神诉求的私人事情，那么图像化德育就会发展为一种自觉状态，真正成

为学生的一种精神生存方式。生存观视域下的图像化德育的话语修辞要以人文关怀为基本价

值取向，以重塑学生的精神家园为根本目的，尝试性地寻找其与学生生活日常之间的结合方

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存观视域下的图

像化德育旨在借助文化与学生社会日常连接起来，回应了图像化德育与学生的精神生存的关

系问题，根本地表现为要从文化意义上思考图像化德育如何才能成为学生社会生活中的文化



 

 

实践、如何在文化意义上实现其在学生社会日常中的合法性和自觉性以及如何构成学生的一

种日常性精神生存方式等，具体地表现为以下三点:要能够匹配学生的文化基因；要能够激

发学生的文化情感；要能够激活学生的文化认同。 

（一）文化意象策略 

文化意象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对学生内在文化基因的匹配。当提到某一概念，我们总

会寻找其对应的视觉物———意象。不同文化中的意象具有不同的视觉形式，如苏联宣传画

中的“集体劳动”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象。这里的文化意象正是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言的“原型”，即“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

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和原型打交道”
[10]

。文化意象是记录文化的符号，凝

聚着民族历史与文化，既是对现实物象的反映，又包含了内在的价值、情感、理想、信仰等

因素，“文化意象赋予了价值意义生成与划分的想象载体与阐释空间”
[11]

，是学生内在文化

基因的传承表征。因此，在诉诸文化景观的当代社会，图像化德育视觉修辞的核心策略在于

教师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群体所普遍共享和关注的各种文化意象进行提炼、创造、激

活和征用，如以学生课本上二十四孝历史故事为依托的“孝”文化意象，以五十六个民族形

象为依托的民族意象，从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激活和对价值信仰的提取。教师要通过隐喻、

转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在学生所共享和认知的文化意象与学生自身的生活方式、正确价值

观念、历史文化记忆、情感诉求、生命哲学等之间建立起希尔所言的认知等价性，从而在文

化意义上和社会心理层面建构学生对自身、历史、记忆、文化和价值的认同感。 

（二）文化记忆策略 

文化记忆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对学生内在文化情感的激发。文化记忆的唤起，有助于

激发学生的文化情感，维系学生的身份认同，正如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ierce)所言

“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

我认同的出发点。”
[12]

文化记忆是视觉修辞建构和争夺的产物，如在大平原印第安人博物馆

中，通过挪用“敬畏修辞”表征策略，美化西进运动，引导游客怀着敬畏目光审视这段历史，

而忘记了杀戮和死亡，这是通过制造“遗忘”来生产新的“记忆”。视觉文本为生产文化话

语提供了记忆之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能够通过重建过去的刺激和情境来制造文化记

忆。一是简化复杂的因果关系，寻求有利的形象文本和语境。如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一

百七十多个人物形象呈现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场景，彰显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能够激发学生的历史情怀。二是突出某一重要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

来建构学生的集体性记忆。如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中，通过突出五十位

名人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的形象，彰显国家形象的自信、包容和担当，激发学生

自豪感。三是或忽略或放大某一事实或某一片段，对图像主题进行或浓或淡处理以强化学生

的群体认同。如“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通过放大现实生活中“洗脚”这一事例，对宣

传孝文化的主题进行深入呈现，激发学生内心的生活记忆和情感记忆。 



 

 

(三)文化消费策略 

文化消费策略聚焦于图像化德育对学生内在文化认同的激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说:“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

中的实现方式。”
[13]

对德育视觉产品的消费，实质上是对其符号价值的消费，也正是对符号

价值的消费为激活文化认同提供了差异所在，这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了

认同的关键在于“找出我与他人的差异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义的”
[14]

。这种有意义的差异之

处正是通过符号价值所体现的。剔除汉堡包和肉夹馍之间的符号价值，纯粹的口感和满足食

欲的使用价值是远不能产生文化认同的。学生正是在消费物质形态所象征的内在意义中，感

知文化心理价值，从而寻找自身与他者的文化共同之处，在完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激活文化

认同。《厉害了，我的国》就是以影视商品的形式传递国家繁荣富强的内在意义，能够引发

学生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并使之成为学生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具体内容。当然，如何

吸引学生消费是德育视觉修辞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是要创建一个充满美好生活的仿像世界，

引导学生走进这一世界，并引导其发现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小缺憾，而弥补这些小缺憾

的方式就是对德育视觉文化产品的消费。二是遴选优势形象，强化学生身份认同。居伊·德

波在《景观社会》中曾说过:“名人的功能就是以一种全面的，完全自由的风格，实践多种

多样的生活方式……”
[15]

要借助明星偶像的视觉符号，展示正确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样板呈现给学生，以此强化学生“这就是我”的身份认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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