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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统一，精神属性是人的本质的最高属性。人的精神生活及精神属性

是人在从事现实生活活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精神生活不仅是教育民生的重要旨趣，也是教育民生的必取之径。教育民生

的精神取径包括: 厚植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与公平感; 凸显教育目标和内容的人文性与整全性; 增强教育过程的包容性与生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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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关于教育民生的理论研究，主要聚

焦于教育权利保障、机会获得、资源配置等物质向度

及其制度安排，而缺乏对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的观

照。然而，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

和心灵获得自由。反观当下教育民生问题及人民群

众面临的教育民生压力，突出表现为教育的获得感

不足进而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以及

教育功利化导致教育目标、内容、过程及评价的应试

倾向，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压力沉重，教育生活沉郁

乏味，缺少必要的休闲及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与自由

度，等等。因此，突破现有教育民生论的视阈局限，

对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和取径进行深入研究与探

索，无疑会丰富教育民生的理论内涵，为加强教育民

生建设、增进教育对美好生活的贡献度提供理论

借鉴。

一、人的精神属性与民生的精神内涵

1． 精神属性是人的本质的最高属性

人的本质是由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

组成，精神属性是人的本质的最高属性。精神是指

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人和动物

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

马克思指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没有

精神生活，人的存在就变得毫无意义，成了单纯的物

的存在。”［1］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能标志着人的

存在，人的本质是由人的精神生活建构生成的。人

通过长期的物质生活实践，产生了精神活动和人的

精神世界，再通过精神活动逐步摆脱愚昧，进入文

明、进步、繁荣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包括思想、情

感、意识、价值观、性格、气质、爱好等，人的精神指引

着人的奋斗目标并充盈着人的生活。人类的政治、
哲学、艺术、宗教等都是人类精神的结晶。弗兰克尔

指出:“生命不能从其自身的延续中得到意义，而只

能从非生物学的参照中获得意义: 从智能、审美、道

德等 事 物 中。这 些 参 照 系 代 表 着 对 生 命 的 超

越。”［2］这里所说的智能、审美、道德，都属于人的精

神范畴。我国学者李向民认为: “物质是财富之母，

精神是财富之父。”［3］人不仅有精神需求，更要有精

神追求和精神生活。高尚远大的理想、勤奋踏实的

作风、不畏艰险的胆略，才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精

神。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精神才谈得上生活。
单纯追求物质而忽视精神追求的人，只能说是活着，

而谈不上真正的生活。一个人精神追求的目标越

高，他的才能才会发挥得越充分，对社会的贡献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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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2． 精神生活是民生的重要内涵

传统意义的民生，一般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民

众的生 存、生 计、生 活; 二 是 人 的 本 性。《书·君

陈》:“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孔传: “言人之自然之

性敦厚。”三是人生。《楚辞·离骚》中提到: “民生

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到了近代，孙中山对

民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建树。他在突出教育

的民生功能的同时，十分注重“内求于心”的价值功

能，提倡培养“新民”，提高人的道德和培养新的人

格。“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甚大，然最要者

为人格，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今日欲

回复其人格，第一须从教育始。”［4］进入当代，党和

国家在继承中国传统民生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更加重

视民生建设，还创新了民生理论。例如把“为人民服

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奋斗目标，并将精神

生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邓小平指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

质贫乏 不 是 社 会 主 义，精 神 空 虚 也 不 是 社 会 主

义。”［5］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

确指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

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更好地满足人民

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6］

这里的“美好生活”不仅仅包含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也包括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7］。
3． 精神生活产生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

人的精神生活及精神属性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而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及现实生活交织

在一起的，是现实的人在从事现实生活活动的历史

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

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

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

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都可

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

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

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

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

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

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

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

‘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

质的‘纠缠’。”“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8］

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

之间发生的矛盾，根源在于分工。具体言之，分工使

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

同的个人来分担，由此带来劳动及其产品分配的不

平等，进一步产生了所有制及其所带来的单个人的

利益、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

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人们的观念、立场等精神

世界之中; 相反，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

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因此，精神层面的民

生改善，应当充分发挥国家职能，通过改变和完善所

有制进而消除分工带来的社会阶层、城乡、地区之间

的利益矛盾和差距，消灭异化，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

二、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及其内涵

1． 民生的本质内涵规定了教育民生的精神取向

近代以来，从培根强调知识或感觉来源于实验

的经验主义开始，经过提倡人应该成为理性动物的

夸美纽斯，到主张教育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绅士

的洛克和倡导科学教育的斯宾塞的演绎，现代教育

更加注重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强调知识和教育对于

生活的适应和改造的重要性，于是工具理性取代了

价值理性。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功利主义

和经济主义掩盖人的生命本原价值，教育沦为个体

谋取社会资本的工具，人们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
刘铁芳指出，这种“弥漫着浓郁的功利主义倾向的教

育，最终导致精致利己主义症候的产生。”［9］在这种

教育下，人性的虚荣、贪婪暴露无遗，精神危机此起

彼伏。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富

裕阶层甚至已经超越西方中产阶级的物质水平，但

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丰富与充盈。无论是生活在大

都市，还是生活在偏远地区，越来越多的人经常会产

生“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疑惑。诚如前文所

述，民生既具有物质层面也具有精神层面，民生的本

质内涵规定了教育民生的精神取向，教育民生的应

有目标和历史任务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而

失去了精神发展的人只能成为生存意义上的“单面

人”。找回人类失去的灵魂和精神家园，已成为教育

民生急需回应的重要问题。“现代教育的重建，需要

重新唤起现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关切……超越平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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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权利意识的扩展，在维护个体现代价值的正当

性的同时，提升人性的境界。”［10］教育民生既要发挥

教育对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功能，又要承担改善和

丰富精神生活的职责，这是教育民生的发展目标，也

是对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的把握。
2． 精神生活是教育民生的重要目标

精神生活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心

理体验和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想象，既指人的思想

活动状态，也指创造、传递和体验精神价值的活动，

是人的生活、生命亦即民生的重要层面。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受教育机会，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办学条件日益

完善，办学规模空前扩大，但是教育发展所伴生的问

题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问题是重视教育的功利价

值而轻视教育的人文价值，重视教育与经济的联系、
与物质利益的联系，而轻视对人自身的生命关怀。
“在精神生活中，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真正

属于它的生命根基，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也获得了

真正属于它的自由天地，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孕

育了自己的精神情感和生命的激情，形成了自己丰

富的精神生命和生命价值，使人能够对更高的生命

境界与生活状态有所追求。”［11］由此可见，精神生活

把人引向实现生命价值的自由境界，是人的发展的

助推器。精神生活应成为教育民生关注的重点，教

育民生理应包含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观照。一味强调

教育的经费投入、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与共享，一味

关注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过程和结果公平，一味关

注学生谋求生活的技能、方法和物质生活的保障，会

导致教育民生走向片面与狭隘。朱自清先生早就指

出:“太注重学业而忽视了做人的教育，便成了跛的

教育。跛的教育，注定无法远行。”［12］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其最新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的理念转变》中，从人文主义发展观出发，指出:

“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这就意味着超越狭隘的功利主

义和经 济 主 义，将 人 类 生 存 的 多 方 面 融 合 起 来。
……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质的可能性，过上有

尊严的生活。”［13］“维护和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

面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 21 世纪教育的根本

宗旨。”［13］可见，精神生活不能被忽视和轻视，而应

成为教育民生建设的重要目标。
3． 精神生活是教育民生的重要向度

教育民生只有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实践，才具

有现实意义。目前关于教育民生论更多地聚焦于教

育民生的基础性层面，关注教育对于人的物质生活

需求和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以及教育公平的实现。谭

维智认为，教育不仅是维系国家存在的需要，还是维

持社会继续存在的需要，更进一步地，教育是社会发

展、社会改造的需要。教育民生通过对公平的追求

实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14］。李金奇认为，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成

为教育民生论最重要的实践课题［15］。张学文认为，

教育作为民生，“必须从社会层面着眼，即成功的教

育改革要着眼于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

着眼于普通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

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真正把人民群众或普通

民众的切身利益作为理解和解决一般与重大教育问

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今后科学有序地推进

教育政 策 制 定、修 改、实 施 的 基 本 宗 旨 和 实 践 准

则”［16］。这些研究均未指涉教育民生的另一个重要

向度———教育对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功能。具言之，

教育民生涵摄物质生活、制度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

价值向度。首先，物质生活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基础，

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因此教育民生最基本

的价值向度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其

次，教育民生对制度有着天然的依赖关系，没有制度

的介入，教育民生问题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公共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是国家及政府为人人享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供的制度保障。再次，精神

生活是一种内在超越性的生存方式，对于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起内因作用，并对物质生活和制度生活

起价值作用。诚然，“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

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以众

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观念。教育关系

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

而这是 在 多 样 化 世 界 中 实 现 社 会 和 谐 的 必 要 条

件”［17］。“人们需要更多机会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享

有平等的尊严，而教育对于扩大这种机会的能力至

关重要。”［17］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足以实现教育

大众化和普及化之际，我们应该把教育民生提高到

一个新的高度，既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又要满足人的

精神需求，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教育民生建设的精神取径

精神生活不仅是教育民生的重要向度，也是教

育民生建设的必取之径。目前教育民生在加强经费

保障、资源配置以及教育公平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已

取得重大进展。随着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及其内涵

的确立，教育民生亟须在精神取径上拓展新的建设

思路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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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厚植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与公平感

近年来，随着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促进公平等

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实施，人民群众在教育权利实

现、教育机会和资源获得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教育公

平取得重要进展。然而，作为一种精神体验和感受，

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公平感还存在很大差距，

相反，教育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难以消解，在

很多群体和领域还相当强烈。这不仅成为教育民生

的一块短板，也是引起新的教育民生问题和加大教

育民生压力的内在动因。诚然，教育获得感和公平

感是建立在教育获得和教育公平的实践及实现程度

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但它们又建基于特定的教育

利益关系之上，随着教育利益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

不同教育利益主体的心理感受与体验的变化与失

衡，因而又具有主观性，由此产生失去感、失落感和

相对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就教育获得感而言，其不

仅是对于“绝对获得”的感觉，还由“相对获得感”所

决定，如发展不均衡、改革红利分配不公、弱势群体

不断被边缘化所导致的“失去感”［18］。就教育公平

感而言，“传统的重硬件的‘输血型’公平路径忽略

了对人的主观感受的考量，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客观

条件的满足作为公平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当客

观条件具备后，人们发现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即客观

条件 的 公 平 未 必 就 意 味 着 主 观 公 平 感 受 的 获

得”［19］。按照马克思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

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的观点，增强

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公平感，需要从客观和主

观同时着力。
一方面，要在现行所有制下进一步扩大教育的

开放度，改变现行教育财政制度、入学制度、考试招

生制度以及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就

业制度等对教育获得和教育公平的体制机制性羁

绊，落实《教育法》所确立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

受教育机会”，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教育获得和教

育公平保障机制，促进受教育者的家庭资本均衡，为

增强教育获得感和公平感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另

一方面，推动教育改革举措的“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结合与互动，促进人民群众对教育决策过程、
教育问题讨论的参与，扩大教育改革的社会合作意

识和心理共识，确立与现阶段相适应的教育公平观，

引导不同教育利益群体主动进行社会心理调适，改

变教育发展方式，促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注重从“现

实的人”出发，研究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需求和教育

民生压力源，纾解其面临的相对被剥夺感和心理压

力，建立和完善教育机会共享机制。
2． 凸显教育目标和内容的人文性与整全性

为迎接新世纪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

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 教育不再是达到掌握某

些技能、获得各种能力和实现经济目的一种手段，而

是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
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教育的基本作用，似乎比

任何时候都更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自己充分发挥

自己才能和尽可能牢固掌握自己命运而需要的思

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教育应当促进

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

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17］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最新报告《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

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强调要重新解读和保护教

育的四大支柱，并特别强调“学会做人”和“学会共

处”的至关重要性［13］。我国《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首次强调要提高学生文化修养，坚持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要提高学生艺术素养、陶冶高尚

情操、培育深厚民族情感、激发创新意识。结合我国

当下教育实际，教育民生的精神取径应落实在注重

开展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增

强教育目标与内容的人文性与整全性。
一是生活教育。生活是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

明的发源地。只有不脱离生活的教育才有价值，才

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斯宾塞认为，教育是为

了未来的完满生活做准备［20］。这一观点忽视了学

生的当下生活，并且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现实中表现

得淋漓尽致。由于教育体制、考试评价制度上存在

的弊端，孩子们成了管理部门和学校实现政绩、老师

实现业绩、父母实现理想的工具。孩子们每天背着

沉重的书包( 由于太过沉重，商家设计出了拉杆书包

并受到家长的青睐) ，上课和作业构成了他们生活的

全部，快乐和自然的天性被无情地剥夺，厌学、迷惘、
彷徨甚至自暴自弃。当生活变得如此空虚，他们便

不能享受和体验充实的人生，失去了种种生活的经

验，最终导致精神生活无力。而被剥夺了精神生活

的人，就等于被剥夺了尊严和价值。难怪绝大多数

学生都认为他们被迫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尊严，

从而没有了生存的价值。其实，每一个孩子对身边

的事物都抱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都热衷于在生活

中去寻找、去发现、去创造。对于多数孩子来说，现

在缺少的不是物质生活上的保障，而是精神上的满

足。孩子最不能忍受的不是生活上的清苦，而是生

活的单调、刻板和无趣。培养活泼的人，从生活中吸

取知识的养分，是教育的职责也是教育的民生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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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闲暇教育 ( 又称休闲教育) 。闲暇教育旨

在改善与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品质，顺应了教育民

生的本真意义。陈建华认为: “通过休闲教育，传授

人们利用闲暇时间的知识和技能; 在闲暇时间内，个

体通过教育活动，学习如何理解休闲的相对自由，学

习如何进行休闲的判断和抉择。”［21］在我国当下，一

年中的周末、节假日加起来共有 110 天左右，接近全

年天数的三分之一。在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全年

中一多半的时间都是闲暇时间。大中小学校学生除

了周末、法定节日以外，还拥有寒暑两个长假。另

外，数以千万计的退休人员、失业、待业人员等，他们

的生活基本都是在闲暇中度过。由于缺少正确的引

导或者本身没有足够的享受闲暇的能力，很多人不

仅没有感受到闲暇时间的幸福，反而把闲暇当成一

种负担，只能靠打麻将、晒太阳、打游戏、上网等来打

发时光。积极的闲暇生活有利于增长人的见识，提

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既愉悦身心，又能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而消极的闲暇生活不但使人感到空虚和无

聊，而且使人精神颓废。为了提升人们闲暇生活的

质量和充盈人们的精神生活，必须依靠闲暇教育来

引导和充实。闲暇教育引导人们与大自然亲密接

触，到环境优美的地方去放松身心，从而使身心获得

极大的愉悦。
三是审美教育。美育可以唤醒人们潜藏在内心

深处的美好情感，从而发现生活中的美，继而热爱

美，并主动积极地去追求人生的情趣与理想生活。
蔡元培指出，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美感教育，使人达

于最高精神境界。他说: “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

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找见他们遗失了的

情感。”［22］美育任务之一就是发展学生对美的感受

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从而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充

盈他们的精神生活。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一个精神焕发、充满活力

和正能量的人。这样的人能用正确的观点看待任何

事物，能够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信任人，同时，也

能用正确的审美标准观照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言行，

创造和共享更加美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四是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

了对人格理想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加强传统文化

教育是构筑青少年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途径。历经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培养

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人格品质，提升人的自

身修养和精神境界。如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的返

朴归真情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强化

现代人与古圣先贤的精神联系，使之进入个体精神

成长的历程之中。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

诗、词、歌、赋，以及传统节日、戏剧、地域文化、宗教

哲学、民风民俗等，既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又能够丰

富人的精神生活。
由此可见，无论生活教育、闲暇教育，抑或审美

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其宗旨皆在于发挥教育的

引领作用，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人成为自己精神世

界的主人，以达到精神世界的升华与超越，使更多人

民群众创造和共享美好生活。
3． 增强教育过程的包容性与生活性

教育民生的精神取径，还应当从教育过程自身

进行拓展，植根于教育生活。一方面，教育民生的生

活主体是“现实的人”，特别是各级各类学生和广大

教师; 另一方面，教育生活是连接社会生活过程与人

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也是教育民生的重

要路径。近年来，教育部门开始注重农村留守儿童

的心理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就读城镇学校的文

化融入，以及教育扶贫中注重突破“贫困文化”和从

根本上改善“心理贫困”，高校注重特殊学生的心理

和精神关爱，这些都体现出对各级各类学生教育生

活的精神关怀。但是，理性来看，还是只聚焦一些特

殊群体和重点领域，事实上，在以应试为核心、分数

为目标、选拔竞争为方式的教育模式下，“只要学不

死，就往死里学”的励志口号，导致教育的去生活化

和非生活化，各种学业水平程度的学生都承受着巨

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面临相对被剥夺感和失去感

的威胁。由此产生诸如学生轻生甚至自杀、校园欺

凌等问题，根本原因是教育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和经

济主义。为此，应实现教育的包容性发展，彰显教育

的生活品性，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各

种受歧视的人群包容进来，为不同学业水平和生活

境况的学生提供学习和发展机会，使人人都是教育

生活的主人，为所有人提供发挥潜能的机会，过上有

意义、有尊严的生活。
与此同时，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严重空白地带

是广大教师的教育生活的精神维度。各种行政性任

务、业务培训、绩效考核、达标评估应接不暇，冲击着

教师的专业生活秩序; 各种师德规定甚至红线、禁令

层层加码，冲击着教师的专业自主性。教师“流水

线”式的工作更多与“有效”“高效”及各种指标的评

比考核联系在一起，而失却了专业工作者的尊严与

自由，失却对弱势学生群体和个体的包容和关怀。
加之，长期以来教师薪酬待遇缺少职业竞争力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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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难以形成职业自尊感和自豪感，同时又承受着

社会的过高期望，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不公正批评

所产生的孤独感和失望感。因此，教育民生建设的

精神取径，应当关怀广大教师的精神生活，深入各类

学校的教师群体，了解他们的精神困惑和职业倦怠

的原因，采取切实措施让广大教师过上体面而有尊

严的教育生活。诚然，我们“应为教师提供更有吸引

力、更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以及更加稳定的生活和工

作条件，包括薪资和职业前景。假如我们不想看到

我们眼中全球最重要的基础性职业因求职者兴味索

然而受到削弱，就必须这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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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and Paths of the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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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Chinese and Education，Bengbu College，Bengbu，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 Human nature is the unity of the natural，social and spiritual attributes，in which，spiritual attribute is the supreme one．
Spiritual life and spiritual attribute are produc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human activities．Spiritual lif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ur-
port for the educ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but also a necessary pathof the education for people’s livelihood．The spiritual paths of the
education for people’s livelihood include: deepen people’s sense of the obtaining and fairness in education，highlight the humanism
and integrity of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ntents，and enhance the inclusiveness and living nature of education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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