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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视觉文化时代，大学生认知方式的图像化转向为高校党

史学习教育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图像转向语境下，党史学

习教育通过图像的建构和表达还原党的历史事件、塑造党

的历史人物、传递党的历史记忆，使抽象宏大的党史学习

教育内容变得可观可感；在教学关系方面，受教育者可以

主动选择学习资源，能动地参与教育实践过程，其观看的

过程实质上是视觉思维和心理活动综合作用的主动建构过

程，实现了学习过程由“说—听”方式向“看—思”方式

的转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在学习效果方面，图

像化党史学习教育资源通过图、文、声、像等多种元素的

组合，调动学习者视觉、听觉等多感官通道，给学习者以

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浸润感，且图像化呈现方式具有造像生

境、传情达意的优势，更利于揭示党史的价值内涵与精神

实质，引导大学生实现党史学习从政治认识到理性认知再

到价值认同的飞跃。因此，在图像转向的时代语境，高校

党史学习教育用图像展现知识、精神与信仰已然成为提升

党史学习教育时效性的重要研究方向。

1　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转向的内在张力分析

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图像转向是视觉文化时代党史学习教

育主动适应大学生“有图有真相”“图像为王”的接受习

惯和话语偏好的主动探索。但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并不意

味着以零碎化的图片影像“肢解党史”，更不意味着将严

肃的党史内容沦陷为光影声色。本文以高校党史学习教育

图像化质量提升为目标，聚焦理论话语与教育主体生活话

语张力日益凸显的问题，重点研究解决教育主体与图像化

教育资源间的矛盾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质量提升

策略，以期为图像转向语境下高校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

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现阶段教育主体解读图像化党史学习

教育资源的具体矛盾主要体现为教育资源吸引力与受教育

者注意力之间的矛盾、教育内容严肃性与受教育者接受可

能之间的矛盾、受教育者知识型掌握与实践型内化之间的

矛盾。

1.1　教育资源吸引力与受教育者注意力之间的矛盾

“看见”揭示了教育资源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受教育者对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资源的理解与内化是

以“看见”为起点的。受教育者观看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

资源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眼睛对呈现内容的选择、组织和

重构，换言之，受教育者对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资源具有

选择权，并非所有呈现的信息都能够进入受教育者的视觉

思维运作程序中，否则会产生认知负荷。因此，如何更好

地将需要传递的党史学习教育内容让受教育者的“看见”

，继而“看懂”，是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转向关注的首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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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育内容严肃性与受教育者接受可能之间的矛盾

将党史学习教育知识内化为行动指南是以受教育者积极

接受为前提的，党史学习教育需要主动适应大学生图像化

的接受习惯和话语偏好。但党史知识具有科学性、严谨性

与系统性的特点，而图像化呈现追求画面表现的形象生动

与画面内容的感染力，这样一来，如何处理好党史学习教

育严谨的知识体系与活泼图像表达之间的关系，是党史学

习教育图像化转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3　受教育者知识型掌握与实践型内化之间的矛盾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

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

作‘两张皮’”。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转向的目的就在于

为受教育者创设沉浸式学习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在视觉体

验种实现知识学习、情感体验与价值观念建构，而后将对

党的认同感转化为奋进新时代的行为实践，因此，党史学

习教育图像化转向的目标仍然指向于“力行”。那么，如

何避免“就图论图”，引导受教育者在“读图”中形成深

厚情感，并转化为行动自觉，是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转向

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2　图像转向语境下高校党史学习教育质量提升的策略

研究

2.1　注意凝聚策略探索

聚焦解决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吸引力与受教育者注

意力之间的矛盾，使受教育者完成由“看见”向“看懂”

转化，是提高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转向实效性的起点。在

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的分

离，是研究者重点关注，因为时空的分离导致学生缺乏与

教师的直接交流，进而影响学生的认知过程，因此，笔者

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开展实证研究，将教师的形象及声音作

为视频图像的重要元素进行讨论，来揭示受教育者对图像

化党史学习教育资源的“观看”和“凝视”的心理规律，

为图像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面对受教育者开展了眼动追踪试验和学习效果测

验，从结果上看，在视频图像中嵌入教师形象不会显著提

高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嵌入教师形象的图像呈现方式显著

降低了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兴趣区内的总注视时间和总注

视次数，占用了学习者的视觉认知资源，并显著提高学习

者的学习效果。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学习资源中

嵌入教师形象可以在不增加过多认知负荷的前提下，通过

影响学习者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果。

2.2　心理接受策略探索

从解决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与接受可能之间的矛盾

出发，从教育队伍素质提升、教育载体拓展、教育方式革

新方面，关注主体认知行为特点和需求发展，系统研究适

合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表达的外部环境，引到青年学生在

知识掌握基础上形成情感共鸣。

2.2.1教育队伍：走近“混圈人”，研究时代青年新

特点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迭代，以及受教育者追寻

个性标识的诉求，在个体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内在驱动下，

逐渐形成了圈层文化，并且在网络社交圈层中形成了相对

固定的话语体系，教育者倘若无法穿越话语体系构筑的圈

层壁垒，党史学习教育的知识内容和价值引领就难以与受

教育者同频共振。因此作为党史学习教育队伍，一是要积

极研究青言青语，掌握青年学生图像化表达话语体系，从

而引发青年共鸣，使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二是要在圈

层内主动发声，关注青年学生动态，适时应对青年学生关

注的舆论热点，主动设置育人议题，引导圈层话题走向，

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以图像化表达方式深入浅出的讲出来、推出去，主动

掌握教育主动权。

2.2.2教育载体：突出“包容性”，占领红色文化新

阵地

青年在哪里，思想引领的阵地就延伸到哪里。图像化党

史学习教育供给的知识能否切中青年的精神需求，被受教育

者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取决于其内容的包容性、渗透

性。当下，受教育者聚集的B站、短视频app等网络载体,红

歌与动漫、党史与沙盘游戏等的碰撞交融，我们发现，多元

的图像化表现方式能够有效激活历史文化，与时代接轨的图

像化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形成一股清新的红色浪潮。

2.2.3教育方式：强调“主体性”，满足群体认同新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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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在网络场域的学习更强调主体性，如果在信息

交互中不是主角，而只是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则可能无

法形成认同感。因此，党史学习教育图像转向要想达到引

导受教育者“内化于心”的目的，就应当关注如何提高受

教育者参与度，充分利用图像化教育资源优势营造身临其

境的沉浸式学习氛围。

2.3　实践结合策略探索

从解决知识型掌握与实践型掌握之间的矛盾出发，线上

图像化党史学习教育探索如何在知识传递过程中引导形成

践行动力，线下探索如何构建相衔接的“行走课堂”，实

现践行目标，形成“知”、“情”、“意”、“行”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体系。

2.3.1认知层面：契合受教育者需要

需要是催发受教育者产生行为的动力源，图像化党史

学习教育资源通过观看进入受教育者头脑，经过一系列视

觉思维的运作加工过程，作用于受教育者的行为意愿产生

动力系统，而在认知加工的过程中，能否成功引导受教育

者产生行为动机关键在于党史学习教育内容认知对受教育

者需要的影响如何。因此，党史学习教育图像转向应充分

关照青年学生的现实诉求和关注热点，以直观图像化的方

式，引导青年学生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指导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2.3.2情感层面：增强受教育者体验

情感认同是党史学习教育“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

的中间环节，是引导学生从“读图”向“力行”转化的关

键。情感认同强调受教育者对党史学习教育内容传递出的

价值观念所依赖的环境条件的一种态度体验，包含了受

教育者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的外在客观环境，外在客观

环境可以为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行动自觉提供一定条件支

撑。比如，带领学生赴红色教育基地包钢一号高炉参观，

通过对老、中、轻三代包钢人的采访了解包钢的初创、

建设和发展过程，从身边的红色故事中强化价值与情感认

同；带领学生深入库布其沙漠腹地去探寻金沙银漠的绿色

密码，从周边村落调研和治沙人访谈中了解库布其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华丽转变，从中深切体会“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3.3意志层面：提振受教育者决心

如果受教育者了解自身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将党史

学习教育内容转化为行动，而且具有行为动机和克服践行

困难的决心，那么受教育者就会不断强化这种行动，进而

成为行为自觉，从而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外化于行”。比

如，可以为青年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引导学生在完成图像

化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后，沉浸式体验教师预先设定好的实

践情境，然后以小组调研汇报展示的方式进行知识的二次

内化，学生在展示中谈收获、谈感想、谈践行，在这个过

程中能够帮助到学生明确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并且

在组内交流和组外互动中提振克服践行困难的决心。

3　结束语

本文从解决教育资源吸引力与受教育者注意力之间的矛

盾、教育内容严肃性与受教育者接受可能之间的矛盾、受

教育者知识型掌握与实践型内化之间的矛盾出发，通过理

论和实证研究，提出注意凝聚策略、心理接受策略、实践

结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图像化

转向提供参考和借鉴，但系统性不足，在今后的研究过程

中，需要进一步强化体系建设，关注受教育者的学习体验

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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