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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社会和教育功利化的环境影响下，如何在当代的教育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也就变得越来越紧迫。基于此，本研究分析
了人生境界在当代教育教学中的价值与困境，并探讨了在当代教育教学中提升人生境界的策略。 
[关键词] 人生境界；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1 人生境界的内涵 
境界是“一个人在精神方面的高度，反映着一个人生命的品质和价

值”,“人的一种精神空间，一种价值和意义世界，也就是一种心境”。

而人生境界就是指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状态。石

中英认为人生境界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过一种高尚的生活”；另一层含

义是指“人生活于其中的‘心境’或‘意义领域’”。其意思就是说，有

的人学富五车、富可敌国，但未必活得有灵魂；有的人不食人间烟火、

回归深山老林也不一定活的有境界。它的存在体现了人对这个现实世界

的理解和感悟。 

2 人生境界在当代教育教学中的价值与困境 
2.1 价值 

2.1.1 关注人生境界是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 

教育是成人之学，在成人的过程中，具有促使个体生活更有价值意

义的功能，也就是升华学生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的问题是一种人如何

存在的问题，时时刻刻都会影响到人们追求和实现高尚的人生价值。一

个人一旦在人生境界上出现了问题，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存

在方式，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生活方式乃至文明的进步。此外，人生境

界问题与道德教育密切相关。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而育人 重要

的就是要“育德”。我们所提倡的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无不

凸显着“育德”的重要性。 

2.1.2 提升人生境界是教育教学的本质目的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从新交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的根本

目的不是为了“今生”服务，而是为了“来生”做准备的。而这里的“来

生”，其实指的就是就是一种人生境界。我国解放前的教育哲学家李世岑

先生也认为，教育的目的或功能就是提升人的境界，教育者只有明白了

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人生与教育的关系。 

2.2 困境 

2.2.1 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功利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由市场主义和个人主义所塑造的现代社

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津津乐道的东西并不是境界的高低，而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市场购

买力的大小。我们提出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殊不知经济的现代化

步伐已经远远超过了教育与人的现代化本身。 

2.2.2 当代教育教学发展的功利化 

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惜牺牲

教育的生命意义，去满足个体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学校或家长为了成

绩，把分数视为至上法宝，学好教育就是为了找好的工作，挣更多的钱。

随着教育的功利化，其教育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功利化，教育理论的核心

任务不再是讨论如何培养人和公民素质的提升，而是探讨如何塑造现代

生产或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力。 

2.2.3 人生境界提升过程的复杂化 

首先，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并不能通过一天的

教育教学就能够达到。其次，人生境界的提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如果这个过程很简单，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超人”。再次，人

生境界的提升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不是外在的过程。 后，人生境界

的提升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而且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外在影响。 

3 在当代教育教学中提高人生境界的目标与路径 

3.1 目标 

3.1.1 明确教育教学的本质目的——唤醒人的至高灵魂 

在当代教育教学中提高人生境界方面有着太多挑战。但有一点不可

否认的是，我们必须明确教育教学的本质目的，那就是唤醒学生的至高

灵魂。有灵魂的教育，有生命的教育，有情怀的教育，必定是有爱的教

育，也必定是有境界的教育。正确认识世界是我们能够合理改造世界的

基础，而要正确认识世界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3.1.2 温暖教育教学的师生情怀——回归人的德性教育 

行为人师，身为世范，教师的境界能够带动学生的境界。师生的关

系，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师生的情怀，必定是充满温暖与爱的情怀。

由于师生关系的特殊关系，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教化作用。教师的境界高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学生境界的高低，因此要

在教育教学中提升学生的境界，教师就要有很高的自我修养，成为有境

界的教师。 

3.2 路径 

3.2.1 在教育教学中发现与讨论人生境界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过于关注“生存”问题，而忽视了“存在”

问题，或者简单地将“存在”问题简化为“生存”问题。因此，在教育

教学中，尤其是学校教育应该肩负起这个任务，不能够仅仅是把提高学

生的升学或职业竞争的能力作为自己的全部，要引导学生去发现、讨论

人生境界的相关问题。 

3.2.2 在教育教学中启发与反思人生境界的价值 

从现实生活中来看，我们这些“现代人”之所以忽视或简化人生境

界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人生境界的意义，

即人为什么要有境界？不可否认的是人生境界的提升不仅是“利己”、“利

他”，更重要的是获得理性至善。因此，教育要想贡献与人生境界问题的

解决，就要在教育教学中启发学生，让学生在反思中获得人生境界的真

谛。 

3.2.3 在教育教学中培养与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 

一方面是要培养学生追求人生境界的信念，在教学中关注每一个人

的人生境界问题，就必须培养人们对实现人生至境的坚定信念；另一方

面，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要树立榜样，向学生介绍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

帮助学生重新解读伟大榜样们在面临人生境界问题时的内心世界，从而

不断超越自我以提升人生境界。 

3.2.4 在教育教学中坚守自律平衡心理升华心态 

现代社会，五光十色， 易撩拨的就是人的心理。一个人走上错误

或不归路，很大程度是由于自律不够。“功贵其久，业贵其专”，人生境

界的提升，靠学习的修炼。因此，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 需要的就是

专注。只有在教育教学中不断坚守自律、平衡自我心理，才能升华心态、

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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