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原理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1．德育的本质是（ B ）。

A．培养人的活动

B．培养人的品德的活动

C．培养人的法纪观念的活动

D．培养人的思想政治观念的活动

2．德育的价值标准是： (    )。

A．善    B．美    C．真    D．丑

3．古代学校德育思想产生于(    )。

A．原始社会  B．奴隶社会 C．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4．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德育专著是(    )。

A．《大学》  B．  《论语》    C．《墨子》    D．《荀子》 

5.

A．《共产党宣言》    B．《反杜林论》

C．《格达纲领批判》  D．《费尔巴哈论》

【参考答案】 1．B  2．A    3．B  4．A  5．A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德育学是研究德育规律的科学。

2．德育主要是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法纪教育（  × ） 

【参考答案】 1．错误 2．错误，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1．“三维结构说”认为任何一种品德都是心理内容、心理形式和

是

指

品

德

的

基

本

构

成

要

素

。
3
．

影

响

品

德

发

展

的

先

天

因

素

就

是

个

体

的

遗

传

素

质

。

（

√

）
4
．

人

的

品

德

发

展

具

有

阶

段

社

会

主

义

人

道

主

义

和

社

会

公

德

的

教

育

目

标

属

于
(
)
。
A
．

政

治

教

育

目

标
B
．

思

想

教

育

目

标
C
．

法

纪

教

育

目

标
D
．

道

C
．

规

范

性
D
．

实

效

性
5
．

学

校

德

育

管

理

的

最

高

形

式

是
(
)
。
A
．

行

政

的

管

理
B
．

法

规

的

管

理
C
．

自

我

管

理
D
．

精

礼

，

欲

罢

不

能

突

出

体

现

的

德

育

原

则

是
(
)
。
A
．

教

育

影

响

的

一

致

性

与

连

贯

性

相

结

合
B
．

方

向

性

与

现

实

性

相

结

合

的

原



( B ) 三者的有机统一体。

A．心理意识  B．心理能力 C．心理活动  D．心理特征

2．品德发展的内部矛盾有几种基本类型， 在下面答案中，（    ）

性质的矛盾不是品德发展的内部矛盾的表现。

A．认识    B．能力    C．思想    D．情感

3．在儿童品德发展研究中主要运用对偶故事法的学者是(    )。

A．哈桑  B．皮亚杰    C．科尔伯格 D．班杜拉

4．根据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儿童的道德发展是有律的，

大致是从以(    )为中心发展到“他律”，再从“他律”发展到“自

律”。

5．童年期品德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

A．适应性  B．情境性  C．协调性  D．动荡性 

参考答案】 1．B  2．D  3．B  4．D  5．C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品德就是道德品质。

2．品德结构就是指品德的基本构成要素。

3．影响品德发展的先天因素就是个体的遗传素质。（ √ ）

4．人的品德发展具有阶段性， 这是毫无疑问的。

5．既然德育要遵循儿童品德发展的基本规律， 那么德育工作者 

就必须完全按照儿童品德发展的现有水平施教。

6．既说环境和教育在儿童品德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又说人的社 

会实践活动决定人的品德发展。 这显然是互相矛盾的。

【参考答案】 1．错误； 2．正确； 3．正确； 4．正确； 5．错误；

6．错误，

一、 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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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德育过程中德育主体是指(  )。

A．学生  B．教师    C．集体    D．家长

2．教师发展学校的核心理念是(    )  。

A．竞争  B．合作    C．教学    D．研究

3．师德的核心是(    )。

A．师爱    B．忠于教育事业 C．严于律己  D．创新

4．德育主体素质结构的基础是(  )。

A．道德素质      B．专业素质

C．教育素质      D．身心素质

5．道德教育实践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

A．民主的  B．权威的    C．放任的  D．专制的 

【参考答案 l1．B  2．B  3。A  4．D  5．A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道德教育实践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权威的，学生应服从 

教师。

2．作为德育主体的教师价值体现在对学生道德成长的引导上。 

其主体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学生的人格为前提。（ √ ）

【参考答案】 1．错误； 2．正确。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1．(    )是贯穿德育活动和实现德育价值的中心环节。

A．德育内容  B．德育方法 C.德育目标  D．德育环境

2．首次出现了总体目标和小学、中学德育目标的分段德育目标 

的是(  )

A．1 988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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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986 年颁发的《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

C．2000 年 1 2 月下发的《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 

育工作的意见》

D．200 1 年 9 月下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3．科学的世界观教育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教育目标属于  。

A．政治教育目标  B．思想教育目标 C．法纪教育目标  D．道

德教育目标

4．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的教育目标属于(  )。

A．政治教育目标  B．思想教育目标 C．法纪教育目标  D．道 

德教育目标

5．民主与法制教育目标和自觉纪律教育目标属于(

A．政治教育目标  B．思想教育目标 C．法纪教育目标  D．道

德教育目标                                     

【参考答案 l1．C  2．A    3．B  4．D  5．C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有人认为， “德育目标就是德育目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为什么？

2．有人认为， “制定正确的德育目标，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 

一”， 谈谈你对此的理解与看法。

参考答案 l1．错误； 2．正确。

四、简答题：

1．简述德育目标的功能。

2．德育目标确立的依据有哪些？

3．简述我国学校德育目标的历史沿革过程。

：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请选出一项最符合 

题目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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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社会道德教育内容以(     )为主。

A．国民公德    B．职业道德 C．私德  D．民族公德

2．德育内容的根本制约因素是(A )。

A．政治经济制度  B．德育目标 C．受教育者品德发展规律 D．学 

生品德的实际状况

3．除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内容外，美英德三国都有一大共同 

的德育内容，即(    )教育。

A．环保  B．性道德  C．宗教  D．职业道德

4．新加坡和韩国德育内容的共同特点之一是都重视(  )教育。

A．宗教道德  B．公民 C．民族传统    D．儒家伦理

5．在学校德育中注重宗教为本，道德为用的国家是(    )。

A．美国    B．英国    C．德国    D．印度

6．东西方国家在德育内容指导思想上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东方 

国家强调(    )。

A．社会为本  B．个人为本 C．民族意识  D．群体意识

7．主张“小学学其事，大学穷其理”的德育内容顺序的教家是 

()。

A．孔子  B．孟子  C．王充  D．朱熹

8．以“社会适应说”原理为根据建构起来的学校德育基本内容 

序列化安排的模式是(  )。

A．结构迁移说  B．阶段连续说 C．螺旋循环说  D．系统编排 

说

【参考答案】 1．C  2．A  3．C  4．D  5．D  6．A    7．D8．B

二、辨析题：   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德育内容的民族性与全人类性是互相矛盾的，德育内容应坚

持民族性为主.                                               

2，德育内容具有社会历史性，要随着社会发展变革而变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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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能进行系列化安排。（ × ）

【参考答案 ll．错误； 2．错误。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1．学校德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    )。

A．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矛盾 B．教育者与德育内容之间的 

矛盾 C．受教育者与德育内容之间的矛盾 D．教育者提出的德育要求 

和受教育者现有的品德水平之间的矛盾

2．“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反映了德育过 

程是(  )规律。

A．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转化的过程 B．组织学生活动与交往 

的过程 C．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 D．长期、反复、不断提高的过 

程

3．“知是行之始， 行是知之成”这句话表明在德育过程中(    )。 

A．知与行是紧密联系的  B ．知比行重要 C ．行比知重要

D．知与行是可以分割开的

4．德育过程是一个教育与(  )的统一过程。

A．锻炼    B．受教育 C． 自我教育  D．修养指导

5．衡量人的品德的主要标志是(  )。

A．道德认识  B．道德情感 C．道德意志  D．道德行为

6．德育过程是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过程， 其实施 

顺序应该是(  )。

A．以“知” 为开端，知、情、意、行依次进行

B．以 6（J 晴“为开端，情、知、意、行依次进行

C．视具体情况，可多种选择

D．以“行” 为开端，行、知、情、意依次进行

子

年

龄

较

小

，

可

塑

性

较

强

，

可

及

时

进

行

干

预

以

帮

助

其

矫

正

。

经

过

协

商

，

他

父

亲

与

爷

爷

奶

奶

表

示

愿

意

支

持

、

配

合

对

孩

．

自

我

反

思

．
1
4
．

在

德

育

过

程

的

诸

多

矛

盾

中

，

有

些

学

生

在

明

确

的

错

误

面

前

，

却

不

承

认

自

己

犯

了

错

误

，

这

往

往

反

映

师

德

的

核

心

是
(
)
。
A
．

师

爱
B
．

忠

于

教

育

事

业
C
．

严

于

律

己
D
．

创

新
4
．

德

育

主

体

素

质

结

构

的

基

础

是
(
)
。
A
．

不

能

同

政

治

脱

离

。

【

参

考

答

案

】
1
．
B
2
．
C
3
．
A
4
．
C
二

、

辨

析

题

：

判

断

正

误

并

简

要

说

明

理

由

。
1
．

科

学

技

术



7．德育过程的基本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  )。

A．德育手段  B．德育内容 C．德育方法  D．德育影响

8．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强调的 

是(  )的力量。

A．道德认识  B．道德情感 C．道德意志  D．道德行为

9．同一般社会影响相比，德育过程具有(  )特点。

A．引导性与自主性    B．复杂性与多元性 C．正面性与系统

性  D．决定性

1 0．同其他教育过程相比，德育过程具有(  )特点。

A．引导性与自主性    B．复杂性与多元性 C．正面性与系统

性  D．决定性

1 1．(  )是认识和情感、理智活动和情感体验作用的产物。

A．道德思维  B．道德判断 C．道德信念  D．道德概念 

1 2．(    )是个体品德形成的基础。

A．活动和交往    B．体验 C．认识  D．自我反思

1 3．(  )是内在的品德认识和情感外化为相应的品德行为的桥 

梁。

A．活动和交往  B．体验 C．认识  D．自我反思．

14．在德育过程的诸多矛盾中，有些学生在明确的错误面前，却 

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往往反映的是(    )层面上的矛盾。

A．认识性质  B．能力性质 C．思想性质  D．态度性质

1 5．在德育过程的诸多矛盾中，有些学生常常会出现好心办坏 

事的现象，这往往反映的是(  )层面上的矛盾。

A．认识性质  B．能力性质 C．思想性质  D．态度性质

1 6．在德育过程的诸多矛盾中，学生由于受不良观念的影响， 

往往知错犯错，这往往反映的是(  )层面上的矛盾。

A．认识性质  B．能力性质 C．思想性质  D．态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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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德育过程既要强调教育者的价值引导，又要强调受教育者 

的自由选择，这反映了德育过程的(  )规律。

A．知、情、意、行统一 B．教育和自我教育统一 C．长期、反 

复、不断提高的过程 D．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矛盾积极转化

1 8．在现实教育中，经常出现“屡教不改”的现象，这反映了 

德育过程是(  )规律。

A．知、情、意、行统一 B．教育和自我教育统一 C．长期、反 

复、不断提高的过程 D．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矛盾积极转化

1 9．“教是为了不教”要求德育过程应遵循( B ) 规律。

A．知、情、意、行统一 B．教育和自我教育统一 C．长期、反 

复、不断提高的过程 D．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矛盾积极转化

20．就德育过程内部自身而言，德育过程具有(    )特点。

A．引导性与自主性  B．复杂性与多元性 C．正面性与系统性

D．决定性                                                  

【参考答案】 1．D  2．C  3．A    4．C  5．D  6．C  7．D

8．C9.C  IO.B 11.C  12.A  13.A  14.A 15.B  16.C17. B     18. C

19. B   20. A

二、辨析题：判断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1．德育过程就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过程。

2．德育过程的主要矛盾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矛盾。

3．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只需按照社会要求施加教育影响，不用考 

虑受教育者的要求。

4．在德育过程中， 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培养是相互割裂的。

5．道德认识和道德动机是判定个体品德的根本尺度。（ × ）

6．德育过程就是教育者主宰和控制的过程。

7．德育过程同智育过程、 美育过程是不相干的。

8．德育过程就是向受教育者传授道德知识和概念，培养其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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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 × ）

【参考答案 l1．错误； 2．正确； 3．错误； 4．错误； 5，错误；

6．错误； 7．错误； 8 错误。

四、简答题：

五、分析论述题：

1．为什么说德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程？

2．试论述德育过程是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过

3．试论述德育过程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统一的过程。 

案例分析

下面是一段师生对话：

师：见到果皮纸屑要怎样做？

生：要主动捡起来。

师：不小心碰了同学应该怎样做？

生：赔礼道歉。

师：赔过礼了，还要不要再发生争执？

生：不要。

师： 说得是不错， 那大家又做得怎样呢？王今天早上见到卫生区 

的废纸没有及时的捡起来，值班老师让他捡起来，他却跑了。还有李 

和刘早上因为不小心互相碰了一下不但没有互相道歉反而大打出 

手…—

请结合上述情境对话， 运用关于德育过程规律的相关知识谈谈如 

何促进个体品德的形成。

一、 单项选择题：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 

合题目要求的。

1．在德育中，要注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贯彻了)原则。

A．正面教育原则    B．集体教育原则 C ．知行统一原则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9803706406100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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