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优秀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篇一

1、对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

2、理解对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3、启发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关于作者：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门，1919
年赴美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哲学教授。是中科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
“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建
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2、冯友兰人生哲学思想冯友兰认为，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有
两个：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何在？二是
人生之意义何在？他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回答了这两个问
题，从而引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
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其有觉解，人生的意义就在觉解之中。
有觉解是人之理，求觉解是人之心，能觉解是人之心。人生
在世，必追求人之理，以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欲成就一个
理想的人格，便需尽心尽性。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成就理想人格是人之理的要求，是做人的必需；而尽心尽性
便能达到这个理想人格，是做人的方法，只有尽心尽性，力



求觉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生才有意义。

3、学生阅读课文，思考回答：

（1）中国哲学的传统任务是什么？

（2）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成几个等级？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

（3）作者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种任
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4、讨论以上问题。

5、作者是站在什么角度阐述人生境界的？是怎么阐述的？

作者站在哲学高度阐述人生境界的。作者从中国的哲学传统
任务着手，着重阐述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作者认为，中国哲
学的传统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史记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
高人的精神境界”。作者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不明白自
己和自己所做事的意义；功利境界的人，虽然明白自己所做
事的意义，但他们是从功利这一角度出发的。作者认为这不
是作为人的最高境界，具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只是作
为一种动物性的人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因为其他动物也
有这一特性。作者认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才是真正的人
生境界。有道德境界的人，“了解社会的存在”，“这个社
会是一个整体”，“他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有天地境界的
人，他的心中不仅有整个社会，还有整个宇宙，他是宇宙的
一员。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心
里不仅应装着整个社会，还应装着全世界，“他了解宇宙”，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作贡献。作者认
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人
成为真正的人——贤人和圣人。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最高目标玄化，而是结合现实指
出，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在“觉悟状态下做他所做
的事”，他做的“都是平常人所做的事”。这样，就使的这
篇文章有普通的意义：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的职位如何，也不
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贤
人、圣人。

6、如何理解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类做事的意义本是客观存在的，有功利
的意义，有道德的意义，有天地的意义。但是人们觉解的程
度是不同的`，觉解了，就处于觉悟状态；不觉解，就处
于“无明状态”。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由低级到高级，可
分成四种境界：

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他所做
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往上是功利境界。这种人觉解到功利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
意义。这种人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他做事，完全出于利己的
动机。

再往上是道德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解到道德
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
贤人。

最高的是天地境界，也叫哲学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这
个更大的整体，觉解到宇宙的利益，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
事，这样，他就与宇宙同一，具有超道德价值，谓之圣人，
达到了人成为人的最高境界。

前两种境界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境界是精神的创造。

7、讨论思考和练习二（见教材）



8、课后作业：思考和练习三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篇二

1、对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

2、理解对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3、启发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关于作者：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门，1919
年赴美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哲学教授。是中科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
“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建
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2、冯友兰人生哲学思想冯友兰认为，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有
两个：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何在？二是
人生之意义何在？他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回答了这两个问
题，从而引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
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其有觉解，人生的意义就在觉解之中。
有觉解是人之理，求觉解是人之心，能觉解是人之心。人生
在世，必追求人之理，以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欲成就一个
理想的人格，便需尽心尽性。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成就理想人格是人之理的要求，是做人的必需；而尽心尽性
便能达到这个理想人格，是做人的方法，只有尽心尽性，力
求觉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生才有意义。

3、学生阅读课文，思考回答：

（1）中国哲学的传统任务是什么？



（2）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成几个等级？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

（3）作者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种任
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4、讨论以上问题。

5、作者是站在什么角度阐述人生境界的？是怎么阐述的？

作者站在哲学高度阐述人生境界的。作者从中国的哲学传统
任务着手，着重阐述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作者认为，中国哲
学的传统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史记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
高人的精神境界”。作者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不明白自
己和自己所做事的意义；功利境界的人，虽然明白自己所做
事的意义，但他们是从功利这一角度出发的。作者认为这不
是作为人的最高境界，具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只是作
为一种动物性的人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因为其他动物也
有这一特性。作者认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才是真正的人
生境界。有道德境界的人，“了解社会的存在”，“这个社
会是一个整体”，“他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有天地境界的
人，他的心中不仅有整个社会，还有整个宇宙，他是宇宙的
一员。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心
里不仅应装着整个社会，还应装着全世界，“他了解宇宙”，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作贡献。作者认
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人
成为真正的人――贤人和圣人。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最高目标玄化，而是结合现实指
出，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在“觉悟状态下做他所做
的事”，他做的“都是平常人所做的事”。这样，就使的这
篇文章有普通的意义：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的职位如何，也不
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贤
人、圣人。



6、如何理解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类做事的意义本是客观存在的，有功利
的意义，有道德的意义，有天地的意义。但是人们觉解的程
度是不同的，觉解了，就处于觉悟状态；不觉解，就处
于“无明状态”。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由低级到高级，可
分成四种境界：

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他所做
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往上是功利境界。这种人觉解到功利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
意义。这种人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他做事，完全出于利己的
动机。

再往上是道德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解到道德
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
贤人。

最高的是天地境界，也叫哲学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这
个更大的整体，觉解到宇宙的利益，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
事，这样，他就与宇宙同一，具有超道德价值，谓之圣人，
达到了人成为人的最高境界。

前两种境界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境界是精神的创造。

7、讨论思考和练习二（见教材）

8、课后作业：思考和练习三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篇三

师：今天我们学习冯友兰的《人生的境界》。谁知道冯友兰
是什么人？



生无言。

师：冯友兰是当代数一数二的哲学大家。是我们南阳人，他
出生在南阳市唐河县祁仪乡，他和他弟弟妹妹，都在自己的
专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冯氏三兄妹”。这么
亲近的名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
对哲学非常陌生，我们所接触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它是我们的官方哲学。相比之下，冯友兰只是民间哲学。
现在改革开放程度深入到哲学了，我们才能够接触到像冯友
兰这样的哲学家。

师：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考虑第一个问题：冯友兰认为哲
学的任务是什么？

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师：第二个问题：冯友兰认为精神境界可分为几种？都是什
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生：冯友兰认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
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它们的关系是依次从低到高。

师：第三个问题：各种境界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生：是觉解的不同。

师：“觉解”的意义是？

生：觉解的意义是人对自己做的事情的了解，并且从而使他
做事情有了意义。

师：冯友兰把他的四种人生境界分为两个层次，怎么分的？
这么分的依据是什么？

生：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第一层次，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是第二层次。划分的依据是前者人们现在就是的，后者是人
应该成为的。前者是现实，后者是理想与追求。

师：关于课文的内容，问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出世？什么
是入世？

生：入世是积极投身到社会中，出世就应该是超脱人世，看
破红尘吧。

师：《人生的境界》这篇文章阅读理解并不难。但是，我发
现了一个问题。冯友兰说哲学的任务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
如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按理说，他应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可是他在文章中却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地举例说明。这是本文
的一个缺陷。我们现在自己尝试着举些例子思考一下。

先考虑自然境界：处于自然境界的人的特点是什么。

生：他对他所做的事情没有觉解，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习
惯去做。

师：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生：鸡活着，吃饱了生蛋。它对自己的生活意义并无觉解。
如果有了觉解，知道自己生蛋要被人吃掉，或者自己长肥了
要被人吃掉，它一定会忧愁而死，或者减肥也行。（学生大
笑）

生：一些同学沉溺于网络，他们因上网过多而习惯性地上瘾，
知道不对也管不了自己，这一类同学算是自然境界的人吧。
还有些同学，一听到上课铃声就犯困，应该也是。

师：这位同学能够就眼前事为例，联系实际的能力的很强。
准确地讲，他所说这些同学应该就是没有或者较少“觉解”：
他们没有理想，或者是有理想但是他们的理想只是“放在肚



里想想”的理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为理想奋斗。他们的日
子就过得没有价值。

生：功利境界。

师：为什么这么肯定？

生：因为这表明他做事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符合功利
境界的人的特征。

生：（一部分）道德境界。

生：（一部分）功利境界。

生：（齐声）功利境界。

师：总结一下功利境界的两种情况。

生：一是利己利人，一是只有利己。功利境界的特点就是利
己，但是排斥利人。

师：现在我们看冯友兰提出的道德境界的标准是——

生：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做事是“正其义不谋其利”。

师：举个例子。

生：雷锋。

生：文天祥、苏武。

生：林则徐应该也是。

师：陶渊明怎么看？



生：陶渊明？

生：鲁智深。

师：我们看看他是什么境界的人。

生：道德境界。

师：为什么？

生：因为他专杀坏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
手”，他是个好人，所以应该是道德境界的人。

师：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我认为老鲁（学生大笑）是天地
境界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替天行道”的人。所以，他是天
地境界的人。

生：（小声提醒）老师，“替天行道”的口号是宋江提的。

师：确实，这位同学看书很细心，记忆很准确。然而，宋江的
“替天行道”有个附带条件，就是“忠义双全”。有
了“忠”字，他的“替天行道”中的“天”，就变成了“天
子”。这也是他投降的原因。这说明宋江正是道德境界的人，
他的道德就封建忠义道德。

鲁智深杀的都是坏蛋。还有一个人不分好坏一齐杀的，那是
谁？他是什么境界的人？

生：李逵。他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是不是自然境界
的人啊？

师：为杀人而杀人。在这一点上，李逵应该是自然境界的人。

我们想一下，梁山英雄中有没有功利境界的人？



生：多了。吴用、晁盖等抢夺生辰纲。武松为报仇杀人也是。
他们都有功利目的。

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有什么特征。

生：他是宇宙的一员，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情。

师：我们现在看鲁智深符合不符合这一标准。鲁智深这一形
象做事遵从一个标准：“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有人曾经
说鲁智深傻，他总是为和自己本不相干的事情不平结果弄得
越来越狼狈：一开始为不相识的卖唱父女而打死郑屠户，军
官做不成，只好作和尚；后来又为林冲惹怒了高太尉，和尚
也做不成，只好做土匪。其实，之所以我们觉得他傻，是因
为我们是从功利的角度为他“着想”的；从社会公平的角度
看，鲁智深却是一个“智谋深远”的人，所以作者安排他最
后成了正果。

生：鼓掌。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篇四

1、对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思想有个初步的了解。

2、理解对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3、启发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课时

1、关于作者：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门，1919
年赴美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哲学教授。是中科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



“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建
国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2、冯友兰人生哲学思想冯友兰认为，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有
两个：一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即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何在？二是
人生之意义何在？他根据自己的哲学理论，回答了这两个问
题，从而引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认为，人之所以为人
即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其有觉解，人生的意义就在觉解之中。
有觉解是人之理，求觉解是人之心，能觉解是人之心。人生
在世，必追求人之理，以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欲成就一个
理想的人格，便需尽心尽性。这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成就理想人格是人之理的要求，是做人的必需；而尽心尽性
便能达到这个理想人格，是做人的方法，只有尽心尽性，力
求觉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生才有意义。

3、学生阅读课文，思考回答：

（1）中国哲学的传统任务是什么？

（2）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成几个等级？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

（3）作者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种
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4、讨论以上问题。

第二课时

5、作者是站在什么角度阐述人生境界的？是怎么阐述的？

作者站在哲学高度阐述人生境界的。作者从中国的哲学传统
任务着手，着重阐述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作者认为，中国哲
学的传统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史记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
高人的精神境界”。作者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的人，不明白自
己和自己所做事的意义；功利境界的人，虽然明白自己所做
事的意义，但他们是从功利这一角度出发的。作者认为这不
是作为人的最高境界，具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只是作
为一种动物性的人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因为其他动物也
有这一特性。作者认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才是真正的人
生境界。有道德境界的人，“了解社会的存在”，“这个社
会是一个整体”，“他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有天地境界的
人，他的心中不仅有整个社会，还有整个宇宙，他是宇宙的
一员。按我们现在的话说，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心
里不仅应装着整个社会，还应装着全世界，“他了解宇宙”，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作贡献。作者认
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人
成为真正的人——贤人和圣人。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人生的最高目标玄化，而是结合现实指
出，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在“觉悟状态下做他所做
的事”，他做的“都是平常人所做的事”。这样，就使的这
篇文章有普通的意义：我们每个人不管你的职位如何，也不
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为贤
人、圣人。

6、如何理解冯友兰关于人生四种境界的阐释？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类做事的意义本是客观存在的，有功利
的意义，有道德的意义，有天地的意义。但是人们觉解的程
度是不同的，觉解了，就处于觉悟状态；不觉解，就处
于“无明状态”。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由低级到高级，可
分成四种境界：

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他所做
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往上是功利境界。这种人觉解到功利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



意义。这种人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他做事，完全出于利己的
动机。

再往上是道德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解到道德
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
贤人。

最高的是天地境界，也叫哲学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这
个更大的整体，觉解到宇宙的利益，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
事，这样，他就与宇宙同一，具有超道德价值，谓之圣人，
达到了人成为人的最高境界。

前两种境界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境界是精神的创造。

7、讨论思考和练习二（见教材）

8、课后作业：思考和练习三

冯友兰人生的境界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了解主要内容，探究文中重点语句的含义；
学习课文言简浅深的写作手法，了解哲理论文思辨性强、逻
辑性强的特点。

2、过程和方法：采用自读、质疑、探究的方法。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学生对人生的深层认识，引导学
生树立远大、健康的人生奋斗目标。

教学重点：

联系生活实际解读人生的四种境界，能够熟悉并理解文中语



句的含义，并进行深入探究，深化并丰富对人生的理解。

教学难点：

对一些关键词、关键句的理解。教学方法：

自读、质疑、探究的方法。教学手段： 多媒体技术。教学时
间：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新课导入

教师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山区放羊娃的人生！

有一个记者前往某山区，碰到一个放羊娃，记者便和放羊娃
有了一段对话。记者问：“你放羊为的是什么?” 放羊娃答：
“卖钱。”

记者问：“卖了钱干什么?”放羊娃答：“娶媳妇。” 记者
问：“娶了媳妇呢?” 放羊娃答：“生孩子。”

记者问：“有了孩子呢?” 放羊娃答：“放羊。”

二、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哲学史家。字芝生。河
南唐河人。著有《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
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家的价值。建国后著有
《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三、探究新课

1、学生阅读课文，思考回答：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
别是达到天地境界。

2、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成几个等级？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
请用自己的话说说四境界的具体内涵。

自然境界：被动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则，懵懂无知，纯人。功
利境界：主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事，俗人。

道德境界：主动做对社会有利的事，事事讲道德，贤人。天
地境界：主动顺应宇宙自然的法则，与宇宙同一，圣人。

3、讨论以上问题。

第二课时

一、质疑讨论

觉解 “觉解”是觉悟、了解的意思。指人做事的动机。了解
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原因，
它决定人生的意义所在。

2.为什么作者说生活在功利境界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必然
是不道德的人”? 功利境界的人目的是利己，在利己的同时
可能有两种情况：损人以利己（做不道德的事）利己不损人
（做合乎道德的事情）

“既入世而又出世”，就是既能投身社会又能超越人世，有
超越人世的渴望又不逃避现实。

市场经济下，圣人的境界依然是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就算
达不到，它也可以使人胸襟开阔，获得内心的和谐。

二、拓展延伸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对其后人的影响 冯珏（外孙女），郑敏
（冯友兰的学生）

三、课堂练习

请判断以下人物各属于哪种人生境界？并简述你判断的依据。

1、故事中的放羊娃

2.为实现考入大学，将来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这一目的而利用
暑假期间依然在图书馆苦读的高中生。

3.周总理的惊人“六无”

死不留灰

生而无后

官而不显

党而不私

劳而无怨

死不留言

4.我国古代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不愿受名利的束缚，在
他四十二岁的时候，毅然弃官归隐，回到家乡度过了二十一
年躬耕田园、固穷守节的平静生活，并写下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的优美诗句。

四、布置作业

完成《练与考》相关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