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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史料必须能引发学生探究活动才能彰显历史教育意义。“中学历史课程的史料教学要在基本

史料的开发与利用上狠下工夫”①，教师要“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原始材料

的解读与探究上”②，学生要深度参与和主动探究。总之，历史教学中一定要用史料，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要用有度，用有法，用有效，堆砌不用、流于形式不用、简单化“以论带史”不用。

第三，实现编年与主题的有机融合。历史课程采取主题式设计有利于引领学生进行深度细微的

探究，但是存在呈现的知识零碎化、不连贯、缺乏广度等问题。编年式设计按时间顺序贯通古今，范

围广，但是存在繁难偏旧、缺乏深度、难逃过于简化的困境。如何避免两者的缺点而取其所长，兼顾

历史发展的时序性与学习内容的内在联系，实现编年与主题的有机融合，这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

难题。我国目前使用的统编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和高中《中外历史纲要》虽整体上以历史发展为线索，

但实际上仍有“主题化”（学界或称为内容主旨、核心知识、大概念）学习要求。《中外历史纲要》中的

“纲”为历史发展大脉络，“要”为历史上的重要史事。编年如同骨架，主题如同血肉。教科书编写和

教学中要兼顾广度与深度，以编年提供时间线索，以主题引导学生深入历史情境，讲授历史概念，发

展学生思维，实现编年式下的主题式编排，以问题为中心，引发探究，达到编年与主题的有机融合。

六十年间英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的久远历程和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我们应汲 取 英 国 历 史 教 育 改 革 的 精 华，规 避 不 足 之 处，根 植 中 国 国 情，拒 绝“拿 来 主

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教育，彰显我国的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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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形象成为国内外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

学者博尔丁（Ｋ．Ｅ．Ｂｏｕｌｄｉｎｇ）认 为，国 家 形 象 是 其 本 身 以 及 国 际 体 系 中 其 他 行 为 体 对 它 的 总 体 认

知。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定位，关注外国政府是如何描绘和塑造中

国形象、出于何种目的和立场来书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是否完整与准确等。这是中国形象认识

的体现，尤其是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更代表了他国通过教育对中国认知的不断传递。历史课是

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促进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显 著 的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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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学习的依据，在教育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教科书反映了一个国

家和民族对历史的认知和基本态度，对本国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将产生极其深远的

影响。与此同时，历史教科书还是支撑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书写和塑造

本国的历史，同时也刻画和构建他国的历史，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①

阿曼苏丹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历史教科书中对

中国形象的描述相对比较集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以阿曼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形象的构

建为对象，分析阿曼教育体系的特征，解析中国在阿曼国民教育中的形象及其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一、阿曼的教育体制与历史课程的设置

阿曼苏丹国作为一个阿拉伯国家，不仅地处战略要地，而且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

和传统，其教育体制既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制度有相通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色。

阿曼的教育事业在１９７０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阿曼政府在国王卡布斯的带领下加大教育

改革，敦促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计划，设计并修订相关的教学课程。其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

纂较为特殊，历史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被划分到社会学课程中，并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一）阿曼的教育体制及主要课程

阿曼是一个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但政府一直在寻求推动液化天然气的发展，积极投资公

共基础设施，以缓和对石油的依赖，并实现经济多样化。这种经济结构改革需要多样化技能的支持，

以满足新兴经济产业的需求。因此，阿曼政府将教育视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教育改革

也成为阿曼完善教育体系的首要目标。

阿曼教育的发展阶段以１９７０年苏丹卡布斯执政为分界线。１９７０年以前，阿曼的教育特点是以

《古兰经》和清真寺为核心的伊斯兰教育。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左右，阿曼国内只有３所专门供男孩就读

的学校，学生仅有９０９名，除 学 校 以 外 国 内 没 有 任 何 基 础 教 育 设 施。② 阿 曼 教 育 普 及 的 转 折 点 是

１９７０年卡布斯担任国王，此后政府开始重视智力开发，根据国情制定并推行各项教育改革政策。

阿曼实行免费教育，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批学校，男女生都获得了受教育的资格。国家教育经

费逐年增加，“１９８０年 教 育 经 费 高 达 一 亿 一 千 三 百 万 美 元，占 国 家 预 算 的８．３５％。而１９８２年 比

１９８０年又增加了一倍，平均每个公民的教育费用为一百三十八美元。”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阿曼的

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如今阿曼共有近千所学校，五万多名教师，五十万左右的在校生。④ 近两

年，阿曼政府出台了“２０４０愿景”。在教育方面，阿曼政府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们的目标

是通过教育传播知识、改造技术、鼓励研究和创新，培养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并跻身国际舞

台的有识之士。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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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费教育，但没有实行强制的义务教育。阿曼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五类：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 育；特 殊 教 育；职 业、技 术 和 商 业 教 育；成 人 和 非 正 规 教 育。

其中，阿曼初等和中等教育现行的学制模式为两种，第一种即６年小学、３年初中和３年高中；第二种

学制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０年初级教育和２年中学教育。① 阿曼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旨在教授学生

基础的科学与宗教知识，为学生升入大学做准备。阿曼小学的课程包括阿拉伯语、基础科学和社会

学。“１４岁以后，孩子们可以选择普通教育（包括文科和理科）、宗教教育和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例

如商业、农业和师范培训等”。② 进入中学后，学生接受通识教育，主要课程包括阿拉伯语、伊斯兰教

育、英语、数学、社会学、科学、信息技术、艺术以及体育等。此外，女子学校还根据需要开设了相关的

家政课。值得注意的是，直到１９７０年阿曼仍然在沿用卡塔尔和科威特的教材，但阿曼政府很快认识

到他们必须要设计符合阿曼国情的课程教材。因此，１９７４年，阿曼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设计学校

课程。③

（二）阿曼历史课程的设置及其特点

在中东海湾地区，大部分国家的中学都没有设置专门的历史学科，而是将历史、地理以及国民教

育的学习融会到社会学课程或者其他人文学科课程。有些海湾国家在高中文理分科之后，才开设了

专门的历史课程，譬如沙特和卡塔尔。而阿曼初中至高中的历史课程始终被划分在社会学中，使用

的教科书名称为“社会学”（ａｌｄｉｒａｓａｔ　ａｌｉａｊｔｉｍａｅｉａ）。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由阿曼教育部组织的专门委员会编写，然后再经教育部审定出版。且不管

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必须使用政府指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本文分析的阿曼中学历史教科

书都是经过修订和完善的现行版本。此外，由于版本的修订需求不同，阿曼各个年级历史教科书的

现行版本年份并不一致。

阿曼初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较为零散，并没有形成系统，缺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

科书目录不是按照历史或者地理板块顺序排列。以阿曼九年级历史教科书的单元目录为例，书中六

个单元分别介绍了人口地理学、阿曼与东非交往的历史、阿曼和伊斯兰世界及其他地区的联系、人口

学、阿曼的海洋文明、亚洲的近现代史。从中不难看出，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有些许混乱，地

理、历史、政治学内容混杂其中，连贯性和统一性不足。除此以外，阿曼的历史课程侧重于伊斯兰教

育和国民教育，教科书中的国家史和伊斯兰教史比重很大。其原因是阿曼政府试图通过控制语言、

宗教和历史教育（或公民教育），并通过这三个学科来传播共同的知识和价值观，以此来形成阿曼的

民族认同。④

阿曼历史学之所以归类到社会学课程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阿曼的基础教育与宗教之

间联系密切，传统的宗教教育和世俗的现代教育都把学习《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放在首位。

由于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格外注重国

家史和宗教史的融合，并且往往将历史学的内容纳入宗教学课程当中。因此，阿曼没有设立专门的

历史课程。其次，正如前文所述，海湾国家中学的历史学内容基本都是纳入社会学课程当中的，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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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早先也引进卡特尔、科威特等国的教科书，这对阿曼后来的课程改革和设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最后，阿曼虽然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单独国家的发展时间并不算太长。阿曼在１６２４年建立亚里巴

王朝以前，长时间内都属于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鉴于此，其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阿曼国家历史的编

写无法构成一个足够完整、细致的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

二、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文明程度等客观

因素，但国家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国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该国的认识也不是固定不

变的，因此国家形象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动性是绝对的。”②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形象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繁荣昌盛的古代帝国（１８４０年鸦片战

争前）、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发展迅速的现代中国（１９４９年至今）。本

文所采用的是阿曼初中与高中现行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七年级至十年级皆分上下两册，独立成

书；十一年级与十二年级的上下两册书合订为一本，因而本文所研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共计１０本。

（一）繁荣昌盛的古代帝国

“每一国家形象要素均具备历史共时性与历时性”③。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与历史是外部

世界构建中国形象的起点。无论是《伊本·白图泰游记》还是《中国印度见闻录》，在许多流传至今的

阿拉伯游记中，作者们笔下神秘辉煌的古代中国都让阿拉伯人浮想联翩。地大物博、国泰民安是阿

拉伯人心目中最早的中国形象。④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九年级下册，限于篇幅，这册书对

中国古代史的撰写较为笼统，只介绍了部分内容。其他年级的教材也有偶尔提及中国古代史，但比

重不大。总的来说，阿曼教科书塑造的中国古代形象多为积极正面，对中华文明给予了肯定和尊崇。

在经济方面，阿曼相关教科书描写该时期中国“外贸发达，港口众多”。阿曼沿海的地理位置导

致其十分注重海上贸易的建设，且由于对印度洋资源的极大需求，阿曼一直在不断增加该地区的航

线和商业港口。中国作为当时印度洋流域附近的强国之一，与阿曼有着颇多的贸易往来。教科书中

便提到了数个当时的东南亚港口，中国就占了三个，即中国海南岛、中国的刺桐港口（即泉州），以及

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汉府港口（即广州）。⑤ 此外，书中还有多处强调了古代阿曼与中国

的经济交往，指出阿曼从中国进口丝绸、矿产以及水稻等。⑥ 而且教科书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

悠久的历史，是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定居生活息息相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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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古代中国被描述为一个与阿曼建立了良好政治关系的国家。双方没有进行过任何

战争，大部分时间有着稳定的商贸往来。另一方面，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屡次提及王朝的统一促

进了古代中国的发展，并且用“帝国”（ａｍｂｉｒａｔｕｒｉａ）一词来形容中国，侧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实力的强

盛。如九年级下册的《社会学》介绍说：“自公元六世纪以来，中国得以统一。”此后历代王朝“都试图

统一国家，开发自然资源，利用盐业、茶叶、丝绸和香水贸易发展经济。”“公元１８世纪开始扩张，并成

为一个庞大的帝国。”①

在文化方面，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古代的中国文明，高度评价了中国

在四大发明、农业与工艺技艺、建筑与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方面的成就，赞扬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智

慧，并且肯定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大多延续至今。教科书中在叙述中华文明成就时指出：“中国人民取

得了重大的文明成就，且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②

教材对于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着墨较多，如长城和孔子。长城的形象不论是作为正文内容，还

是引用文献或课后习题，出现的频率都很高，而且被作为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亚洲近现代史”的封

面图片。教科书中对孔子的认识与其他国家的叙述区别不大，引用了一篇短文来介绍孔子的生平和

思想。“在周朝统治时期，强调道德的哲学思想发展迅速。孔子便是这个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圣人之

一，他提出了有关家庭和国家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③

教科书对有关中国古代诗歌及其他艺术取得的发展一笔带过，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

术和相关发明，相继列举了汉字、四大发明、瓷器、农业灌溉、马车、丝绸等。此外，文中对这些科学技

术大为称道，认为文化科技的发展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中国文明是在技术和文化层面上发展起

来的，中国人使用火药、指南针、日晷和造纸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发展达到了

先进的水平。在公元前３世纪到公元８世纪期间，中国人还取得了许多科技发明。”④

阿曼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国的叙述内容显然也离不开伊斯兰教因素。

课本中有几处都介绍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传播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

其二是通过陆路的战争方式。“伊斯兰教是通过征服东部突厥地区，以及商人和传教士传播到中国

其他地区的。中国早期伊斯兰教的传入主要与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有关，其中大部分是阿曼商人

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东南部，他们于８世纪迁移到广州。至于传教人士则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传播伊

斯兰教。在１４世纪中国元朝时期，从北方来到中国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定居在西部，与当地人

交往，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北京为首都的大帝国。”⑤由此可见，阿曼教材中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

传播的历史描述其实与中国国内所熟知的相差无几，只不过教科书强调了阿曼商人在其中发挥的作

用，借此证明阿曼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

综上所述，阿曼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刻画了拥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古代中国形象，展

示了古代中国国家强大、贸易发达、文化昌盛的特点。教材也始终呈现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

的“帝国”的形象，对所叙述内容的评价基本没有负面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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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苦难深重的近代中国

自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国家形象历经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阿曼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描绘的近代中国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被列强瓜分的局势之中，逐渐走向衰落，

不再是一个“帝国”的形象。此外，与中国古代史的内容相比较，教材在叙述中国近代史方面过于简

略，主要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没有附加相关的图片。

清朝末期，由于封建君主专制的束缚，古老的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大国。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

义却在迅猛发展，英国成为头号工业强国。马克思 看 到 了 清 朝 故 步 自 封 的 后 果，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

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

然要解体一样。”①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西方商人大量进入中国开展贸易活

动，英国商人也开始倾销鸦片，给中华民族带来了 深 重 灾 难。针 对 鸦 片 战 争，教 材 有 一 段 具 体 的 描

述：“１９世纪，欧洲商人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１８３９年，中国政府试图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从英国商

人手中没收了大量鸦片，但此举引发了英国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获胜，迫使中国

政府签署了１８４２年的《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以租约方式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并于１９９７
年到期。另外，中国还向英国商人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②

教材对鸦片战争较为关注，还揭露了西方列强对腐败软弱的大清帝国虎视眈眈的一幕：“１９世

纪，欧洲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纷纷控制了中国。中国开始逐渐失去其过去的优势，从而让其他大国

有了可乘之机，控制了中国的领土：俄国人占领了北方，日本人占领东方，德国人和美国人占领南方，

法国人占领西南方，而英国控制了上海和香港。”③教科书清晰说明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展现

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危险境遇。

然而，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旋踵间，中国再次陷

入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危机。在叙述中日战争时，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战争定性

为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人则奋起反抗：“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了中国北部的满洲地区，并使其成为日

本的附属国，此外还控制了中国东部的大部分港口和铁路。１９３７年，中国人试图与日本抗争，中日

战争打响。”④教材有关中日战争涉及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基本无误，不过它将日本占领的东三省地

区一律称为“满洲”（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卷入另一场斗争，即国共内战。阿曼九年级的教科书是这样介绍两个

政党的：“苏联支持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支持的国民党”⑤，短短的一句话体现了当时

国内国共对峙与国际美苏冷战的局势。教科书还特别强调了共产党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而

提到国民党时却没有明确人物的出现，这间接表现了毛泽东是中国形象的标志之一。

从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古代到近代的 叙 述，可 以 看 出 中 国 形 象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中国由一个强大的文明古国渐渐走向国事蜩螗、岌岌可危的生死时刻。而且，教材只是书写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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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史的史实，没有添加过多评价性的话语或者具有褒贬性的词汇。再者，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

中列强侵华的内容比重较大，有关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寻求改良和改革的历史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

于阿曼在近代以来也曾遭遇过西方殖民，相同的境遇导致教材侧重于此。

（三）发展迅速的现代中国

中国现代史是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历史部分占比最大的内容。课本花费大量笔墨介绍

了现代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突出了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教材直接

肯定了现代以来中 国 实 力 的 日 益 增 强。《社 会 学》九 年 级 下 册 写 道：“１９４９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后，中国政府开始建设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强大国家。直到今天，中国已跻身为世界主要工业

化国家之列。”①课本中还经常使用“第一”（ａｌ＇ａｗａｌ）、“……之最”（ｍｉｎ＇ａｋｂａｒ／ａｑｄａｍ）等形容词来表明

中国在各领域都建树颇丰。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阿曼中

学的历史教科书也对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改革开放 是 中 国 极 其 重 要 的 一 个 历 史 阶

段，大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ａｌｍａｒｉｄ　ａｌｓｉｙｎｉｕ）。教材还大致概述了

改革开放的内容与成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并给予一

定的财政和行政自由，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开放政策，以实现 公 平 发 展，帮 助 各 地 区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中国经济在２０１１年实现了９．２％的高增长率，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一直表现

良好。”②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经济不断保持增长。阿曼教材中甚至谈到中国的每个经

济产业都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鉴于此，教材还详细分析了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现

状和问题。

在农业方面，尽管中国人口增长迅速，经 济 正 在 转 型，但 阿 曼 的 教 科 书 仍 然 将 中 国 定 义 为 一 个

“农业大国”，书中指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１９９８年第一次农业普查的结果，由于其他经济活动的

迅速发展，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不再像过去那般重要。然而，农业依旧是中国大部分人口的

主要生计来源，农民占中国人口的６０％”。教材还论及中国面临的土地荒漠化和过度开发耕地等农

业问题，且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难题，实施了多个 项 目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和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

教材认同了中国政府的努力，用直观的数字来展现农业部门的繁荣：“改善环境的结果是农业产量增

加了，农民收入从每年８２美元增至１６１美元。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是水稻，２０１１年中国占世界

水稻产量的２８．７％。”③

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在发展现代工业和振兴工业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的。在工业领域，中国

重视战略性产业的布局，建立了跨部门的工业体系。教科书中采用了几幅图表来显现中国丰富的矿

产资源和矿产产量，还尝试总结中国的工业特点，即“以较低的价格和生产成本与其他高质量的工业

产品抗衡，从而打开了全球市场”。课本对中国的汽车行业与家用电器行业十分感兴趣，探究了这两

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还指出中国工业不仅努力依靠自身力量，创造中国特色产品，并且还注重节

能减排，保护环境。但是中国也遭遇了不小的挑战：“工业依赖于能源供应情况，鉴于中国巨大的经

·６２·

①

②

③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８８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９１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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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其对各种能源的需求增加了，而中国也从一个出口国变成了一个进口国。”①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也在急剧增加。阿曼的教科书也看出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求职者，中国试图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最低

水平，因为中国每年需要提供两千多万个工作岗位。”中国的经济并不像日本和美国一般，依赖于服

务业，而仍以农业为基础。尽管如此，服务业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催化剂，特别是在交通、通

信、旅游、金融、餐饮等领域。“中国有意发展、开发和利用社会服务，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

然而，正如教材所表述，中国新兴服务业还有待发展。

中国寻求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不忘谋求政治领域的发展。１９９７年与１９９９年香港、澳门的回归洗

雪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国耻，标志着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阿曼九

年级与十年级的历史教科书都提及了“被英国占领的香港和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回归中国”③，这体

现了阿曼对中国领土统一的尊重及被西方殖民历史的共情。而针对中国实行的民族政策，教材也呈

现了积极的评价：“尽管中国有许多民族，但相互尊重与和平共处的民族原则推动了国家的进步与繁

荣”“中国的民族都能够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④ 课本还讲述了中国的计划生

育政策，在他们看来，计划生育减少了中国的经济、政治问题，让中国从一个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的国

家转变为一个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国家。课本同时指出，这也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负面影响。

“国家形象作为国际交往的手段，既扩大了共情传播的范围，从国内传播走向国际传播，又拓展了

共情发生的情境，从国内情境走入国外情境。”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国

际交往中，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阿曼中学教科书中的现代中国形象正是中国崛

起的真实写照，尽管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难题和挑战，但是中国政府始终团结人民，竭力解决问题。

三、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叙述特点及其成因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形象轮廓，呈现了从商周时期到２１世纪的中

国概况，大体符合客观史实，且叙述内容各具特色。其教材不仅表现出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而且通

常将中国作为大国形象的代表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既体现了阿曼教材的编者们被中国辉煌而

曲折的历史魅力所吸引，也是国家间关系的反映，其中包括中国与阿曼的关系定位以及双方历史文

化背景的认同感。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有叙述中国的内容展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阿曼教材的外国历史部分，关于中国的叙述比重较大，绝大多数集中在九年级下册和十

年级下册。虽然教科书有关中国的内容并不全面，如没有细 致 探 究 中 国 历 史 事 件 发 生 的 背 景 和 影

响，但它们大致梳理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历史脉络。九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介绍了亚洲部

分国家的近现代史，其中有关中国的叙述篇幅最长。而十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又单独陈述了美国、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概况，其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容共计１０页（详见表２、表３）。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９５—９６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９７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九年级下册），２０１５年，第９２页；《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８８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８８、９０页。

崔维维：《国家形象的共情传播及其引发机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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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九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目录（亚洲近现代史）

目录序号 目录名称 共计页数（单位／面）

第一课 伊朗 ６

第二课 印度 ７

第三课 中国 １０

第四课 日本 ７

第五课 东亚其他国家 １１

表３　十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目录（大国与其他经济集团）

目录序号 目录名称 共计页数（单位／面）

第一课 美国 １２

第二课 日本 １０

第三课 中国 １０

第四课 其他经济集团 １１

　　第二，教材构建的中国形象具有多元立体的特点。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描绘了中国历史的各

个阶段，如古代中国的繁荣昌盛、近代中国的保守落后、现代中国的兴旺发达。教科书对中国的描述

和评价大多数是客观和正面的，它们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大国”，高度肯定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

成果。在分析某些历史事件时，教材编者也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例如，九年级的教材就指出：

黄河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农业发展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①

第三，中国常常作为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比较对象出现在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在书

写古代历史时，教材通常把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视为亚洲范围内的主要代表，二者基本处于同等地

位，与阿曼有着友好的贸易往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发展，不断缩小了与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因如此，阿曼的教科书试图将中国与美国、日

本这样的经济强国进行比较。举例来说，十年级下册的课本对比了中国与日本的地理、经济数据，以

此突出中国经济的成 功。除 此 之 外，教 材 的 课 后 活 动 还 设 计 让 学 生 讨 论“目 前 中 美 之 间 存 在 的 挑

战”。② 以上都表明中国“世界大国”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基本认知。

第四，教科书在塑造中国形象时，使用了丰富的材料。插图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 信 息 和 传 达 历 史 线 索。阿 曼 中 学 历 史 教 科 书 中 表 现 中 国 内 容 的 插 图 共 有１７
张，还附有部分图表以及与正文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就插图主题而言，主要包含了历史文物图片、

地理图片、人物图片。图表内容则是以经济领域居多。课后的文字材料和问题一般与正文讲述的中

国历史有关，借此巩固学生的学习，启发他们进一步思考影响中国各时期发展的因素。

理查德·赫尔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Ｈｅｒｒｍａｎｎ）是目前国家形象研究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与同

事迈克尔·Ｐ．菲斯凯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Ｆｉｓｃｈｅｒｋｅｌｌｅｒ）以“对象国国力、对象国是机遇还是威胁、双方的

文化差异”三个核心标准将国家形象划分为五类，即“敌人形象（ｅｎｅｍｙ　ｉｍａｇｅ）：目标国被看作本国的

威胁，与本国实力相当，文化差异不大；没落的形象（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目标国被视为本国可以获利

的对象，实力相当，但文化腐朽；殖民的形象（ｃｏｌｏｎｙ　ｉｍａｇｅ）：本国从目标国获利方面存在巨大机遇，

·８２·

①

②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九年级下册），２０１５年，第８６页。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十年级下册），２０１４年，第９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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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国在实力和文化上均处于弱势；帝国主义形象（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ｉｍａｇｅ）：目标国被看作本国的严重威

胁，实力更强大，但文化上并无优越性；同盟形象（ａｌｌｙ　ｉｍａｇｅ）：目标国与本国互相得利的重要性超过

了实力和文化的判断。”①

赫尔曼国家形象理论是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其中最突出的概念就是对象国对本国构成的是机

遇还是威胁。根据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显然阿曼没有把中国作为具有威胁性的“敌人”，

而是更倾向于将中国形象构建成其“同盟”，是提供机遇的对象国。中国在向阿曼提供机遇的同时，

没有以牺牲对方为代价获得利益，而是寻求双方的合作共赢，这就有效支撑起阿曼教科书中正面积

极的中国形象。国家实力的强弱也是影响国家形象的一大关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

国开始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加主动积极的大国形象。在西方语境下，中国的崛起却被视为潜在威胁

和竞争对手。“相近的实力不仅意味着潜在的竞争，也意味着双向的威慑。相反，实力悬殊的国家之

间则很难产生相互的竞争与威慑。”②如此看来，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刻画负面的中国形象的一

大根源。从文化视角来看，当主体认为他者具有正向的价值时，便会肯定他者，并且表现出亲善。但

这种关系存在的前提是主体承认他者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并积极寻求与他者的相互认同，

相互了解，平等对话及批评交流。③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是世界文明的瑰宝。伊斯兰文明自传

入中国以来，始终与中华文明和谐相处。中阿的文明交往也跨越了冲突，摒弃了偏见。正因有相互

尊重的文化态度，阿曼教材才能够塑造出客观的中国形象。

阿曼与中国在国情、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甚大。然而，中国和阿曼的合作关系源远流

长，双方拥有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自唐朝年间起，中国与阿曼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商业往来。

“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７５０年），《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的原型———阿曼商人阿布·欧贝德从阿曼

的苏哈尔起锚，最终抵达中国广州，成为第一位载入中国史书的阿拉伯人。此后，阿曼商人络绎不绝

地来到中国南部沿海，广州成了他们最大的侨居地”。④ 古代阿曼的城市异常繁荣，并早与中华文明

有所接触。阿拉伯历史学家甚至认为阿曼是“通往中国世界的港口”。阿曼的教科书中也提到了古

代中阿进行贸易活动的城市苏哈尔。而为了纪念中阿的友好关系，１９８０年阿曼“苏哈尔”号帆船访

问广州，广州市也建立了“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⑤

１５世纪后，由于葡萄牙等国的入侵，阿曼与中国的商贸关系才逐渐停止。但１９７８年中国和阿曼

正式建交以来，两国逐渐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起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双方的历史关

系已转化为新时期支撑两国友好发展的稳固基石。“２００３年，中国首次成为阿曼的第一大石油进口

国，这对双边关系和贸易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阿曼从中国进口许多产品和技术，中国也从阿曼进

口大量的原油。双方相互的投资也很多。”⑥自建交以来，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成果显著。阿

曼的教材也将中国定义为“阿曼能源、投资市场和贸易关系领域的重要战略伙伴”。⑦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Ｋ．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Ｐ．Ｆｉｓｃｈｅｒｋｅｌｌｅｒ，“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９，Ｎｏ．３，１９９５，ｐｐ．４２７－４２９．转引自季乃礼：《国

家形象理论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马得勇、陆屹洲：《国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３页。

陈小迁：《中国与阿曼共建“一带一路”评述》，《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九年级下册），２０１５年，第９４页。
《中国—阿曼：“古丝绸之路”的再度 牵 手———访 阿 曼 驻 华 大 使 阿 卜 杜 拉·扎 希 尔·侯 斯 尼》，《中 国 对 外 贸 易》

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阿曼教育部审定：《社会学》（九年级下册），２０１５年，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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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合作是中国与阿曼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双边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合作规模

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更趋多元。２０世纪下半叶，中阿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政府和民间

的友好交往得到显著发展。阿曼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多年来中国已成为阿曼石油最

大的购买方。中国也凭借其产业优势，为阿曼工业部门的发 展 和 建 设 提 供 各 项 技 术 支 持 与 金 融 贷

款。近１５年来，中国在阿曼投资了约６６亿美元，其中能源和石油化工产业占据了７６％。而在政治

领域，中国与阿曼在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并在一系列国

际问题中达成广泛共识。阿曼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涉及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问题上与中国互相支持，强调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①

结　语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形象的生成是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实力等社会现实为基础的。

这些社会基础不仅制约中国形象呈现的状态，而且影响了阿曼的评价视角以及对待他者的态度。

总体来看，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给予了中国较大的关注，勾画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形象。

中国作为他者形象在阿曼教材的构建中几经反复，充分折射出阿曼对中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丰

富想象。其教科书为中华文明的璀璨夺目提供了证明，从古 代 开 始，中 国 就 已 经 是 一 个 优 越 的“帝

国”形象。１９世纪后，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了落后、混乱的东方战

场。在这种总体负面的形象里，也夹杂着阿曼对中国的同情和怜悯。但新中国成立以来，阿曼的教

科书观察到了中国的崛起之势，看到了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的国际角色也

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蕴含了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其塑造的中国形象一定程

度上昭彰了阿曼政府与人民的认知与观点。而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中国

形象的构建更多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由于西方文化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他文化

之间的沟通往往有助于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中国和阿曼之 间 的 友 谊 有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积 淀，双 方 经

济、政治合作的稳固正是悠久历史文化关系的延续。阿曼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意识到了中阿关系的

重要性，多次论及两国的交往历史。尽管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国家立场依旧是构

建国家形象的关键。因此，中国作为阿曼的紧密合作伙伴，其在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形象尤以

正面居多。正如李正国在《国家形象构建》中所说：“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形象或者成功都可

以使这个国家成为其他国家愿意跟随的榜样。”②阿曼看到了中国的快速崛起，意在学习和探索中国

经验与中国模式，以解决国家的客观发展问题。中 国 与 阿 曼 在 经 济、政 治、文 化 领 域 的 合 作 不 断 深

化，双方利益的重合为阿曼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和客观平台。因此，在良性的

相互交往和沟通中，阿曼中学历史教科书会展示积极、友善的中国形象也在情理之中。

·０３·

①

②

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 曼 苏 丹 国 关 于 建 立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的 联 合 声 明”，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０５／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９３７６６．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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