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论-题库

[1] 题型.单选题

[1] 题干.

学校德育最基础、最核心的成分是:

[1] 正确答案.D

[1] 答案解析.德育内涵

[1] 难易度.易

[1] 选项数.4

[1] A.

政治教育

[1] B.

思想教育

[1] C.

法制教育

[1] D.

道德教育



[2] 题型.单选题

[2] 题干.学校德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 正确答案.A

[2]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作用

[2] 难易度.易

[2] 选项数.4

[2] A.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

[2] B.学生道德知识的获得

[2] C.学生道德行为的践履

[2] D.学生道德态度的梳理

[3] 题型.单选题

[3] 题干.个体品德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包括品德认识、品德

情感、品德意志、品德行为、品德态度等成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品德认

识与( )。

[3] 正确答案.C

[3]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

[3] 难易度.难

[3] 选项数.4

[3] A.品德意志

[3] B.品德情感

[3] C.品德态度

[3] D.品德行为

[4] 题型.单选题

[4] 题干.学校德育遵循的规律是:

[4] 正确答案.B

[4]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规律

[4] 难易度.易

[4] 选项数.4



[4] A.个体认知发展的规律

[4] B.个体品德发展的规律

[4] C.个体审美意识与能力发展的规律

[4] D.个体身体素质发展的规律

[5] 题型.单选题

[5] 题干.从运行机制上看,德育过程较其他各育过程具有更多的( )。

[5] 正确答案.C

[5] 答案解析.道德的概念

[5] 难易度.中

[5] 选项数.4

[5] A.普遍性与客观性

[5] B.事实性与单纯性

[5] C.复杂性与多端性

[5] D.自主性与价值性

[6] 题型.单选题

[6] 题干.原始社会时期的道德教育具有的特点是:

[6] 正确答案.C

[6] 答案解析.原始社会时期德育的特点

[6] 难易度.中

[6] 选项数.4

[6] A.完备性

[6] B.系统性

[6] C.弥散性

[6] D.体系化

[7] 题型.单选题

[7] 题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主要以( )为原则。

[7] 正确答案.B



[7] 答案解析.中国传统德育的特点

[7] 难易度.中

[7] 选项数.4

[7] A.个人利益

[7] B.集体主义

[7] C.家族利益至上

[7] D.个体自主

[8] 题型.单选题

[8] 题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体现了中国传

统学校德育的特点是:

[8] 正确答案.D

[8] 答案解析.出于《中庸》,慎独的修养方式。

[8] 难易度.中

[8] 选项数.4

[8] A.家国同构、集体至上的价值论

[8] B.明人伦、内圣外王的目的论

[8] C.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8] D.内省自察、自我修养的方法论

[9] 题型.单选题

[9] 题干.提出“美德即知识”论断的是:

[9] 正确答案.C

[9] 答案解析.西方德育的发展历程

[9] 难易度.易

[9] 选项数.4

[9] A.柏拉图

[9] B.亚里士多德

[9] C.苏格拉底

[9] D.孟德斯鸠



[10] 题型.单选题

[10] 题干.提出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理论的是:

[10] 正确答案.C

[10] 答案解析.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方法

[10] 难易度.易

[10] 选项数.4

[10] A.杜威

[10] B.皮亚杰

[10] C.柯尔伯格

[10] D.苏格拉底

[11] 题型.单选题

[11] 题干.根据实用主义的哲学观,衡量伦理原则合理性的根据是:

[11] 正确答案.B

[11]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

[11] 难易度.易

[11] 选项数.4

[11] A.动机

[11] B.结果

[11] C.理性

[11] D.上帝

[12] 题型.单选题

[12] 题干.“存在先于本质”是( )的主张。

[12] 正确答案.A

[12] 答案解析.存在主义的哲学

[12] 难易度.易

[12] 选项数.4

[12] A.存在主义哲学



[12] B.分析哲学

[12] C.实用主义哲学

[12] D.理性主义哲学

[13] 题型.单选题

[13] 题干.在皮亚杰看来,如果儿童认为自己可以制定规则并且规则

也是可变的,该儿童的道德发展处于( )阶段。

[13] 正确答案.A

[13] 答案解析.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13] 难易度.中

[13] 选项数.4

[13] A.自律道德

[13] B.他律道德

[13] C.前道德

[13] D.无律道德

[14] 题型.单选题

[14] 题干.个体通过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对行为进行自我调节,这种

强化是:

[14] 正确答案.C

[14] 答案解析.社会学习理论

[14] 难易度.中

[14] 选项数.4

[14] A.直接强化

[14] B.替代性强化

[14] C.自我强化

[14] D.正向强化

[15] 题型.单选题

[15] 题干.“道德主要是用来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反映了柯尔



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中的第( )阶段的特点。

[15] 正确答案.D

[15] 答案解析.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15] 难易度.中

[15] 选项数.4

[16] 题型.单选题

[16] 题干.认为人的道德发展才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这种观点

属于:

[16] 正确答案.B

[16]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

[16] 难易度.中

[16] 选项数.4

[16] A.社会本位论

[16] B.个人本位论

[16] C.神学本位论

[16] D.实践本位论

[17] 题型.单选题

[17] 题干.

在米德看来,对变化缺乏认识,对现存生活方式的普遍正确性予以持久

的、无可置疑的认同的文化属于( )。

[17] 正确答案.B

[17] 难易度.易

[17] 选项数.4

[17] A.

前喻文化



[17] B.

后喻文化

[17] C.

并喻文化

[17] D.

隐喻文化

[18] 题型.单选题

[18] 题干.隐形的文化传统包括( )。

[18] 正确答案.D

[18] 难易度.易

[18] 选项数.4

[18] A.饮食习惯、居住习俗

[18] B.礼仪方式

[18] C.庆典方式、婚礼程序

[18] D.价值取向、心理倾向等

[19] 题型.单选题

[19] 题干.社区环境为学校德育提供真实的社会环境,其对学校德育

的影响路径不包括( )。

[19] 正确答案.C

[19] 难易度.易



[19] 选项数.4

[19] A.社区经济

[19] B.社区文化

[19] C.社区人力资源

[19] D.社区机构及其活动

[20] 题型.单选题

[20] 题干.家庭规模大,人口多,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家庭是( )。

[20] 正确答案.B

[20] 难易度.易

[20] 选项数.4

[20] A.核心家庭

[20] B.主干家庭

[20] C.原生家庭

[20] D.重组家庭

[21] 题型.单选题

[21] 题干.青少年儿童有了选择的可能,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需

要从大众媒介中选择“原始”的、并非经过成人“过滤”过的信息,说

明大众传媒影响了( )。

[21] 正确答案.D

[21] 难易度.易

[21] 选项数.4

[21] A.师生关系

[21] B.德育手段和方式

[21] C.德育模式

[21] D.德育对象

[22] 题型.单选题

[22] 题干.通过各种问题的情境,激发兴趣,引发学生思考,在自动探究



中提高道德水平的方法是( )(单选题)。

[22] 正确答案.B

[22] 难易度.易

[22] 选项数.4

[22] A.讨论法

[22] B.新苏格拉底法

[22] C.陶冶教育法

[22] D.说服法

[23] 题型.单选题

[23] 题干.

(单选题)将自己的选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加以重复,是价值澄清( )环节

的任务。

[23] 正确答案.C

[23] 难易度.易

[23] 选项数.4

[23] A.

选择

[23] B.

珍视

[23] C.

行动



[23] D.

乐于公布自己的选择

[24] 题型.单选题

[24] 题干.(单选题)与他人友好相处是( )的主要观点。

[24] 正确答案.D

[24] 难易度.易

[24] 选项数.4

[24] A.道德认知主义

[24] B.价值澄清学派

[24] C.社会行动理论

[24] D.体谅关心模式

[25] 题型.单选题

[25] 题干.(单选题)纽曼认为,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成员,应具备三种

“环境能力”,其中不包括( )。

[25] 正确答案.C

[25] 难易度.易

[25] 选项数.4

[25] A.作用于客体的物理能力

[25] B.作用于公共事业的公民的能力

[25] C.作用于自我发展的能力

[25] D.作用于人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26] 题型.单选题

[26] 题干.(单选题)关于榜样示范法,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26] 正确答案.D



[26] 难易度.易

[26] 选项数.4

[26] A.应注重激起学生对榜样的敬慕之情

[26] B.引导学生对榜样进行分析,对照自己,找出差距

[26] C.学习榜样要体现在行动中

[26] D.所学习的榜样越伟大具有学习价值

[27] 题型.单选题

[27] 题干.(单选题)下列中不属于德育课程的独特性的是( )。

[27] 正确答案.D

[27] 难易度.易

[27] 选项数.4

[27] A.广泛性

[27] B.复杂性

[27] C.多样性

[27] D.永恒性

[28] 题型.单选题

[28] 题干.(单选题)下列哪一个国家没有设置专门的德育课程( )。

[28] 正确答案.C

[28] 难易度.易

[28] 选项数.4

[28] A.中国

[28] B.日本

[28] C.美国

[28] D.新加坡

[29] 题型.单选题

[29] 题干.(单选题)道德学习属于哪一类学习( )。

[29] 正确答案.C



[29] 难易度.易

[29] 选项数.4

[29] A.知识的学习

[29] B.技能的学习

[29] C.社会规范的学习

[29] D.美德的学习

[30] 题型.单选题

[30] 题干.(单选题)下列不是影响学生道德学习的个体心理因素的是

()。

[30] 正确答案.B

[30] 难易度.易

[30] 选项数.4

[30] A.遗传素质

[30] B.学校教育

[30] C.心理发展水平

[30] D.成熟程度

[31] 题型.单选题

[31] 题干.(单选题)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影响其道德学习的最重要、

最一般的客观因素就是()。

[31] 正确答案.A

[31] 难易度.易

[31] 选项数.4

[31] A.学校教育因素

[31] B.个体心理因素

[31] C.社会因素

[31] D.家庭因素



[32] 题型.单选题

[32] 题干.(单选题)德育学科课程,是指学校专门开设的以培养学生

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能力为目标,向学生系统传授道德知识、观念和

价值体系的课程,是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 )。

[32] 正确答案.B

[32] 难易度.易

[32] 选项数.4

[32] A.唯一渠道

[32] B.主要渠道

[32] C.辅助渠道

[32] D.特殊渠道

[33] 题型.单选题

[33] 题干.首次明确提出隐性课程概念的是美国学者()。

[33] 正确答案.A

[33] 难易度.易

[33] 选项数.4

[33] A.杰克逊

[33] B.杜威

[33] C.克伯屈

[33] D.柯尔伯格

[34] 题型.单选题

[34] 题干.(单选题)教师在教育教学专业活动中所形成的高度责任心

和自我约束精神,是教师的( )。

[34] 正确答案.A

[34] 难易度.易

[34] 选项数.4

[34] A.教育良心

[34] B.教育理解力



[34] C.教师善

[34] D.职业道德

[35] 题型.单选题

[35] 题干.(单选题)班主任的中心德育职责是( )。

[35] 正确答案.A

[35] 难易度.易

[35] 选项数.4

[35] A.建设良好的班集体

[35] B.组织教师集体和家长集体

[35] C.制定班级德育工作计划

[35] D.做好班级德育常规工作

[36] 题型.单选题

[36] 题干.(单选题)( )是某一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或行为规范,表现在

个体的品德面貌上即是一定道德价值观念的形成。

[36] 正确答案.A

[36] 难易度.易

[36] 选项数.4

[36] A.品德的内容

[36] B.品格的形式

[36] C.品格的原则

[36] D.品格的实践

[37] 题型.单选题

[37] 题干.(单选题)传统灌输教育所秉持的是( )的师生观。

[37] 正确答案.B

[37] 难易度.易

[37] 选项数.4

[37] A.学生中心



[37] B.教师中心

[37] C.知识中心

[37] D.折中主义

[38] 题型.单选题

[38] 题干.(单选题)后现代主义课程论代表人物多尔提出的“平等中

的首席”,体现的是( )师生观。

[38] 正确答案.D

[38] 难易度.易

[38] 选项数.4

[38] A.学生中心

[38] B.教师中心

[38] C.知识中心

[38] D.折中主义

[39] 题型.单选题

[39] 题干.( )是对德育活动所要生成的品德规格、质量、标准的概

括。

[39] 正确答案.C

[39] 难易度.易

[39] 选项数.4

[39] A.德育内容

[39] B.德育理念

[39] C.德育目的

[39] D.德育模式

[40] 题型.单选题

[40] 题干.强调个人价值对道德发展的作用,强调个人的道德主体性

和道德的自由、自治,主张人的道德发展才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这

是( )的观点。



[40] 正确答案.B

[40] 难易度.易

[40] 选项数.4

[40] A.社会本位论

[40] B.个人本位论

[40] C.神学本位论

[40] D.实践本位论

[41] 题型.单选题

[41] 题干.以下人物中,( )主张个人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

[41] 正确答案.D

[41] 难易度.易

[41] 选项数.4

[41] A.孔德

[41] B.涂尔干

[41] C.纳托尔普

[41] D.福禄贝尔

[42] 题型.单选题

[42] 题干.“人实际上因为生活在社会中才是人”,这反应了( )观

点。

[42] 正确答案.B

[42] 难易度.易

[42] 选项数.4

[42] A.个人本位论

[42] B.社会本位论

[42] C.神学本位论

[42] D.实践本位论



[43] 题型.单选题

[43] 题干.( )是学生道德发展的动力,是德育过程的基础和源泉。

[43] 正确答案.B

[43] 难易度.易

[43] 选项数.4

[43] A.教学

[43] B.活动

[43] C.本能需要

[43] D.道德认知

[44] 题型.单选题

[44] 题干.道德是主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为适应环境

的变化人为的一种东西,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某种固

定的观念和习惯。这是( )理论的观点。

[44] 正确答案.C

[44] 难易度.易

[44] 选项数.4

[44] A.存在主义

[44] B.分析哲学

[44] C.实用主义

[44] D.新托马斯主义

[45] 题型.单选题

[45] 题干.存在主义主张的道德教育方法( )。

[45] 正确答案.C

[45] 难易度.易

[45] 选项数.4

[45] A.集体教学

[45] B.讲授法



[45] C.苏格拉底法

[45] D.榜样示范法

[46] 题型.单选题

[46] 题干.在皮亚杰看来,如果儿童认为规则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是

由成人制定的、永恒不变的,该儿童的道德发展处于( )阶段。

[46] 正确答案.B

[46] 难易度.易

[46] 选项数.4

[46] A.前道德

[46] B.他律道德

[46] C.自律道德

[46] D.无律道德

[47] 题型.单选题

[47] 题干.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是( )。

[47] 正确答案.A

[47] 难易度.易

[47] 选项数.4

[47] A.本我

[47] B.自我

[47] C.超我

[47] D.需要

[48] 题型.单选题

[48] 题干.个体通过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对行为进行自我调节,这种

强化是( )。

[48] 正确答案.C

[48] 难易度.易

[48] 选项数.4



[48] A.直接强化

[48] B.替代性强化

[48] C.自我强化

[48] D.正向强化

[49] 题型.单选题

[49] 题干.(单选题)“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说明德育

在学校教育中处于( )。

[49] 正确答案.D

[49] 难易度.易

[49] 选项数.4

[49] A.主导地位

[49] B.中心地位

[49] C.附属地位

[49] D.统帅地位

[50] 题型.单选题

[50] 题干.(单选题)学校德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

[50] 正确答案.C

[50] 难易度.易

[50] 选项数.4

[50] A.学生道德行为的践履

[50] B.学生道德知识的获得

[50] C.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

[50] D.学生道德态度的梳理

[51] 题型.单选题

[51] 题干.(单选题)学校德育对个体智能发展的影响表现为( )。

[51] 正确答案.C

[51] 难易度.易



[51] 选项数.4

[51] A.促进个体品德形式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51] B.促进个体品德内容结构的形成与发展

[51] C.促进个体创造性人格的实现

[51] D.个体享用功能

[52] 题型.单选题

[52] 题干.(单选题)学校德育遵循的规律是()。

[52] 正确答案.D

[52] 难易度.易

[52] 选项数.4

[52] A.个体认知发展的规律

[52] B.个体身体素质发展的规律

[52] C.个体审美意识与能力发展的规律

[52] D.个体品德发展的规律

[53] 题型.单选题

[53] 题干.(单选题)道德乃指社会生活中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体良心维

持的调节( )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

[53] 正确答案.C

[53] 难易度.易

[53] 选项数.4

[53] A.人与社会

[53] B.人与自然

[53] C.人与人

[53] D.人与国家

[54] 题型.单选题

[54] 题干.(单选题)原始社会时期的道德教育具有( )的特点。

[54] 正确答案.B



[54] 难易度.易

[54] 选项数.4

[54] A.完备性

[54] B.弥散性

[54] C.系统性

[54] D.体系化

[55] 题型.单选题

[55] 题干.(单选题)政教合一趋于完成于( )。

[55] 正确答案.B

[55] 难易度.易

[55] 选项数.4

[55] A.先秦时期

[55] B.汉唐时期

[55] C.明清时期

[55] D.宋元时期

[56] 题型.单选题

[56] 题干.(单选题)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校德育

的( )特点。

[56] 正确答案.D

[56] 难易度.易

[56] 选项数.4

[56] A.家国同构、集体至上的价值论

[56] B.明人伦、内圣外王的目的论

[56] C.内省自察、自我修养的方法论

[56] D.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57] 题型.单选题

[57] 题干.(单选题)()将人的灵魂分为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



性的灵魂。

[57] 正确答案.B

[57] 难易度.易

[57] 选项数.4

[57] A.柏拉图

[57] B.亚里士多德

[57] C.苏格拉底

[57] D.孟德斯鸠

[58] 题型.单选题

[58] 题干.(单选题)提出到的讨论法和公正团体法的是( )。

[58] 正确答案.C

[58] 难易度.易

[58] 选项数.4

[58] A.杜威

[58] B.皮亚杰

[58] C.柯尔伯格

[58] D.苏格拉底

[59] 题型.单选题

[59] 题干.(单选题)高智商犯罪说明个体虽具有正确的道德认知,但

却在( )存在问题。

[59] 正确答案.D

[59] 难易度.易

[59] 选项数.4

[59] A.道德知识

[59] B.道德情感

[59] C.道德态度

[59] D.道德行为



[60] 题型.单选题

[60] 题干.(单选题)通过各种方式使学生学会认同某种政治角色,进

而获得某种政治身份,从而使既定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这是学

校德育政治功能的()功能表现。

[60] 正确答案.C

[60] 难易度.易

[60] 选项数.4

[60] A.政治意识的传播与强化

[60] B.政治行动的引导与培育

[60] C.政治关系的再制与创新

[60] D.政治机构的充实与更新

[61] 题型.单选题

[61] 题干.(单选题)“复尽天理,革尽人欲”的提出者是()。

[61] 正确答案.C

[61] 难易度.易

[61] 选项数.4

[61] A.程颐

[61] B.程颢

[61] C.朱熹

[61] D.董仲卿

[62] 题型.单选题

[62] 题干.(单选题)提出教育目的是培养哲学王的是( )。

[62] 正确答案.B

[62] 难易度.易

[62] 选项数.4

[62] A.苏格拉底

[62] B.柏拉图



[62] C.亚里士多德

[62] D.孔塞多

[63] 题型.单选题

[64] 题型.单选题

[64] 题干.实用主义认为道德来源于( )。

[64] 正确答案.D

[64] 难易度.易

[64] 选项数.4

[64] A.本能

[64] B.先验理性

[64] C.上帝

[64] D.试验

[65] 题型.单选题

[65] 题干.按照柯尔伯格的观点,如果个体认为要完成自己的责任、

尊重权威、保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尊重他人的既得期望,那么该个体的道

德发展处于( )的阶段。

[65] 正确答案.B

[65] 难易度.易

[65] 选项数.4

[65] A.以“好孩子”定向

[65] B.以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为定向

[65] C.以惩罚和服从为定向

[65] D.以法定的社会契约为定向

[66] 题型.单选题

[66] 题干.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由注意过程、保持过程、( )过程和

强化和动机过程组成。



[66] 正确答案.B

[66] 难易度.易

[66] 选项数.4

[66] A.反馈

[66] B.动作再现

[66] C.模仿

[66] D.操作

[67] 题型.单选题

[67] 题干.( )是学校一切德育工作和德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

宿。

[67] 正确答案.B

[67] 难易度.易

[67] 选项数.4

[67] A.德育课程

[67] B.德育目的

[67] C.德育理念

[67] D.德育模式

[68] 题型.单选题

[68] 题干.(单选题)关于品德各要素发展,说法不正确的是()。

[68] 正确答案.D

[68] 难易度.易

[68] 选项数.4

[68] A.品格各要素协调发展

[68] B.品格要素包括了道德动机、道德情感等

[68] C.知性德育强调的是道德认知

[68] D.品格某几个要素可以优先发展



[69] 题型.单选题

[69] 题干.(单选题)价值澄清学派所主张的价值中立教学,体现了( )的

师生观。

[69] 正确答案.A

[69] 难易度.易

[69] 选项数.4

[69] A.学生中心

[69] B.教师中心

[69] C.知识中心

[69] D.折中主义

[70] 题型.单选题

[70] 题干.(单选题)同辈团体是指在社会化过程中尚未成熟的个体联

合而成的特定的( ),其在个体年龄上没有严格限制。

[70] 正确答案.B

[70] 难易度.易

[70] 选项数.4

[70] A.朋友-心理团体

[70] B.社会-心理团体

[70] C.同龄人-心理团体

[70] D.学校-心理团体

[71] 题型.单选题

[71] 题干.(单选题)成熟程度是指在正常的环境和适宜的教育影响下,

个体的机体动作和心理方面的特征所达到的水平或阶段。这是道德学

习的()。

[71] 正确答案.B

[71] 难易度.易

[71] 选项数.4

[71] A.中间状态



[71] B.准备状态

[71] C.最终状态

[71] D.最佳状态

[72] 题型.单选题

[72] 题干.(单选题)以下属于德育学科课程的是( )。

[72] 正确答案.A

[72] 难易度.易

[72] 选项数.4

[72] A.《道德与法治》

[72] B.《中国历史》

[72] C.《地理》

[72] D.《班会》

[73] 题型.单选题

[73] 题干.(单选题)以下属于德育活动课程的是( )。

[73] 正确答案.D

[73] 难易度.易

[73] 选项数.4

[73] A.学校制度

[73] B.《道德与法治》

[73] C.《语文》

[73] D.班会

[74] 题型.单选题

[74] 题干.(单选题)以下不属于德育隐性课程的是( )。

[74] 正确答案.D

[74] 难易度.易

[74] 选项数.4

[74] A.学校制度



[74] B.校园文化

[74] C.《语文》

[74] D.社会规范

[75] 题型.单选题

[75] 题干.(单选题)德育活动课程的实施原则不包括()。

[75] 正确答案.B

[75] 难易度.易

[75] 选项数.4

[75] A.主体性原则

[75] B.个性化原则

[75] C.创生性原则

[75] D.生活化原则

[76] 题型.单选题

[76] 题干.(单选题)德育活动课程除了具备一般活动课程的特点之外,

与德育学科课程相比,还有自己内在的特征,德育活动课程的内在特征不

包括()。

[76] 正确答案.C

[76] 难易度.易

[76] 选项数.4

[76] A.实践性

[76] B.主体性

[76] C.经验性

[76] D.生成性

[77] 题型.单选题

[77] 题干.(单选题)( )极力反对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而是主张把

道德教育统整于社会研究、历史等课程中去。认为道德教育不应以

‘学科’的形式出现,而应融合于整个课程中去,因为任何学科除了能够



提供‘事实’外,也能提供‘价值’的论题。为达成实用的目的,该方案

将道德两难困境的讨论,统整于历史,社会和英文等正课中。

[77] 正确答案.A

[77] 难易度.易

[77] 选项数.4

[77] A.杜威

[77] B.柯尔伯格

[77] C.威尔逊

[77] D.拉斯思

[78] 题型.单选题

[78] 题干.(单选题)与德育学科课程不同,德育活动课程特别强调学

生的主动参与,尤为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德育活动课程的主体性表现在

三个方面,以下不属于主体性表现的是( )。

[78] 正确答案.D

[78] 难易度.易

[78] 选项数.4

[78] A.自主性

[78] B.主动性

[78] C.创造性

[78] D.主观性

[79] 题型.单选题

[79] 题干.(单选题)活动课程(activity curriculum)又称经验课程、

儿童中心课程等,是指从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出发,以儿童的经验为中心组

织的课程,是与学科课程相对应的一种课程形式。活动课程的代表人物

是( )。

[79] 正确答案.C

[79] 难易度.易

[79] 选项数.4



[79] A.柯尔伯格

[79] B.诺丁斯

[79] C.杜威

[79] D.威尔逊

[80] 题型.单选题

[80] 题干.(单选题)社会行动理论为学生设计了三项社区参与计划,

其中不包括( )。。

[80] 正确答案.C

[80] 难易度.易

[80] 选项数.4

[80] A.社区调查计划

[80] B.社区志愿者服务计划

[80] C.社区生活体验计划

[80] D.社区行动计划

[81] 题型.单选题

[81] 题干.(单选题)教师通过操行评语的方式进行学生评价,属于德

育方法中的( )。

[81] 正确答案.C

[81] 难易度.易

[81] 选项数.4

[81] A.说服教育法

[81] B.情感陶冶法

[81] C.品德评价法

[81] D.榜样示范法

[82] 题型.单选题

[82] 题干.(单选题)教养方式是亲子关系性质的反映,其中父母不鼓

励儿童的独立行为,相反,总是限制儿童的自主性的教养方式属于( )。



[82] 正确答案.B

[82] 难易度.易

[82] 选项数.4

[82] A.权威型

[82] B.专制型

[82] C.溺爱型

[82] D.忽视型

[83] 题型.单选题

[83] 题干.学校德育最基础、最核心的成分是:

[83] 正确答案.D

[83] 答案解析.德育内涵

[83] 难易度.易

[83] 选项数.4

[83] A.政治教育

[83] B.思想教育

[83] C.法制教育

[83] D.道德教育

[84] 题型.单选题

[84] 题干.学校德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84] 正确答案.A

[84]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作用

[84] 难易度.易

[84] 选项数.4

[84] A.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

[84] B.学生道德知识的获得

[84] C.学生道德行为的践履

[84] D.学生道德态度的梳理



[85] 题型.单选题

[85] 题干.个体品德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包括品德认识、品

德情感、品德意志、品德行为、品德态度等成分,其中最主要的是品德

认识与( )。

[85] 正确答案.C

[85]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

[85] 难易度.难

[85] 选项数.4

[85] A.品德意志

[85] B.品德情感

[85] C.品德态度

[85] D.品德行为

[86] 题型.单选题

[86] 题干.学校德育遵循的规律是:

[86] 正确答案.B

[86] 答案解析.学校德育的规律

[86] 难易度.易

[86] 选项数.4

[86] A.个体认知发展的规律

[86] B.个体品德发展的规律

[86] C.个体审美意识与能力发展的规律

[86] D.个体身体素质发展的规律

[87] 题型.单选题

[87] 题干.从运行机制上看,德育过程较其他各育过程具有更多的

( )。

[87] 正确答案.C

[87] 答案解析.道德的概念

[87] 难易度.中



[87] 选项数.4

[87] A.普遍性与客观性

[87] B.事实性与单纯性

[87] C.复杂性与多端性

[87] D.自主性与价值性

[88] 题型.单选题

[88] 题干.原始社会时期的道德教育具有的特点是:

[88] 正确答案.C

[88] 答案解析.原始社会时期德育的特点

[88] 难易度.中

[88] 选项数.4

[88] A.完备性

[88] B.系统性

[88] C.弥散性

[88] D.体系化

[89] 题型.单选题

[89] 题干.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主要以( )为原则。

[89] 正确答案.B

[89] 答案解析.中国传统德育的特点

[89] 难易度.中

[89] 选项数.4

[89] A.个人利益

[89] B.集体主义

[89] C.家族利益至上

[89] D.个体自主

[90] 题型.单选题

[90] 题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体现了中国



传统学校德育的特点是:

[90] 正确答案.D

[90] 答案解析.出于《中庸》,慎独的修养方式。

[90] 难易度.中

[90] 选项数.4

[90] A.家国同构、集体至上的价值论

[90] B.明人伦、内圣外王的目的论

[90] C.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90] D.内省自察、自我修养的方法论

[91] 题型.单选题

[91] 题干.提出“美德即知识”论断的是:

[91] 正确答案.C

[91] 答案解析.西方德育的发展历程

[91] 难易度.易

[91] 选项数.4

[91] A.柏拉图

[91] B.亚里士多德

[91] C.苏格拉底

[91] D.孟德斯鸠

[92] 题型.单选题

[92] 题干.提出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理论的是:

[92] 正确答案.C

[92] 答案解析.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方法

[92] 难易度.易

[92] 选项数.4

[92] A.杜威

[92] B.皮亚杰



[92] C.柯尔伯格

[92] D.苏格拉底

[93] 题型.单选题

[93] 题干.根据实用主义的哲学观,衡量伦理原则合理性的根据是:

[93] 正确答案.B

[93]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

[93] 难易度.易

[93] 选项数.4

[93] A.动机

[93] B.结果

[93] C.理性

[93] D.上帝

[94] 题型.单选题

[94] 题干.“存在先于本质”是( )的主张。

[94] 正确答案.A

[94] 答案解析.存在主义的哲学

[94] 难易度.易

[94] 选项数.4

[94] A.存在主义哲学

[94] B.分析哲学

[94] C.实用主义哲学

[94] D.理性主义哲学

[95] 题型.单选题

[95] 题干.在皮亚杰看来,如果儿童认为自己可以制定规则并且规则

也是可变的,该儿童的道德发展处于( )阶段。

[95] 正确答案.A

[95] 答案解析.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95] 难易度.中

[95] 选项数.4

[95] A.自律道德

[95] B.他律道德

[95] C.前道德

[95] D.无律道德

[96] 题型.单选题

[96] 题干.个体通过建立自己内在的标准,对行为进行自我调节,这种

强化是:

[96] 正确答案.C

[96] 答案解析.社会学习理论

[96] 难易度.中

[96] 选项数.4

[96] A.直接强化

[96] B.替代性强化

[96] C.自我强化

[96] D.正向强化

[97] 题型.单选题

[97] 题干.“道德主要是用来维护权威和社会秩序。”反映了柯尔

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中的第( )阶段的特点。

[97] 正确答案.D

[97] 答案解析.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

[97] 难易度.中

[97] 选项数.4

[98] 题型.单选题

[98] 题干.认为人的道德发展才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这种观点

属于:



[98] 正确答案.B

[98]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

[98] 难易度.中

[98] 选项数.4

[98] A.社会本位论

[98] B.个人本位论

[98] C.神学本位论

[98] D.实践本位论

[99] 题型.单选题

[99] 题干.以下人物中,主张社会价值凌驾于个体价值的是:

[99] 正确答案.C

[99] 答案解析.其他三者都是个体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99] 难易度.中

[99] 选项数.4

[99] A.裴斯泰洛齐

[99] B.罗素

[99] C.凯兴斯泰纳

[99] D.福禄贝尔

[100] 题型.单选题

[100] 题干.提出“隐蔽性课程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的是:

[100] 正确答案.A

[100] 答案解析.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理论

[100] 难易度.难

[100] 选项数.4

[100] A.柯尔伯格

[100] B.杜威

[100] C.卢梭

[100] D.涂尔干



[101] 题型.单选题

[101] 题干.精神分析学派对道德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其强调( )在道德

发展中的作用。

[101] 正确答案.D

[101] 答案解析.精神分析道德发展理论

[101] 难易度.中

[101] 选项数.4

[101] A.理性

[101] B.经验

[101] C.信念

[101] D.情感

[102] 题型.单选题

[102] 题干.班杜拉认为( )在儿童观察学习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102] 正确答案.C

[102] 答案解析.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

[102] 难易度.难

[102] 选项数.4

[102] A.言语示范

[102] B.象征性示范

[102] C.行为示范

[102] D.表情示范

[103] 题型.简答题

[103] 题干.

请从 1-9 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任选一个教学内容，撰写一

个教学详案，授课时长 40 分钟。



注意：在答案区域上传 word 格式的附件即可。

[103] 正确答案.A

[103] 难易度.易

[103] 选项数.1

[104] 题型.简答题

[104] 题干.

请从 1-9 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任选一个教学内容，撰写一

个教学详案，授课时长 40 分钟。

注意：在答案区域上传 word 格式的附件即可。

[104] 正确答案.A

[104] 难易度.易

[104] 选项数.1

[105] 题型.判断题

[105] 题干.道德教育是学校德育的基础内容与核心目标。( )

[105] 正确答案.A

[105]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内涵

[105] 难易度.易

[105] 选项数.2



[105] A.正确

[105] B.错误

[106] 题型.判断题

[106] 题干.学校德育只需要进行必要的价值性分析,即回答德育应该

是什么的问题即可。( )

[106] 正确答案.B

[106]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内涵

[106] 难易度.易

[106] 选项数.2

[106] A.正确

[106] B.错误

[107] 题型.判断题

[107] 题干.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的“超我”遵循“现实原则”,以

满足欲望和需求。( )

[107] 正确答案.B

[107] 答案解析.精神分析道德发展理论

[107] 难易度.中

[107] 选项数.2

[107] A.正确

[107] B.错误

[108] 题型.判断题

[108] 题干.学生主体性道德人格的塑造是学生自觉自律的过程,无需

他者帮助。( )

[108] 正确答案.B

[108]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本质与功能

[108] 难易度.中

[108] 选项数.2



[108] A.正确

[108] B.错误

[109] 题型.判断题

[109] 题干.在最本质意义上,道德是一种精神享用。( )

[109] 正确答案.A

[109]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功能

[109] 难易度.中

[109] 选项数.2

[109] A.正确

[109] B.错误

[110] 题型.判断题

[110] 题干.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

的成分。( )

[110] 正确答案.A

[110] 答案解析.道德教育的功能

[110] 难易度.难

[110] 选项数.2

[110] A.正确

[110] B.错误

[111] 题型.判断题

[111] 题干.宗教性和神学性是中世纪道德教育最基本的特征。( )

[111] 正确答案.A

[111] 答案解析.西方德育的发展历程

[111] 难易度.易

[111] 选项数.2

[111] A.正确

[111] B.错误



[112] 题型.判断题

[112] 题干.实用主义主张儿童中心也就否认了教师对儿童经验的指

导价值。( )

[112] 正确答案.B

[112] 答案解析.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

[112] 难易度.易

[112] 选项数.2

[112] A.正确

[112] B.错误

[113] 题型.判断题

[113] 题干.存在主义认为,道德教育中应该允许学生最大限度地自我

表现和自我选择。( )

[113] 正确答案.A

[113] 答案解析.存在主义的道德教育思想

[113] 难易度.易

[113] 选项数.2

[113] A.正确

[113] B.错误

[114] 题型.判断题

[114] 题干.替代性惩罚可以阻止新行为的习得。( )

[114] 正确答案.B

[114] 答案解析.社会学习理论

[114] 难易度.中

[114] 选项数.2

[114] A.正确

[114] B.错误



[115] 题型.其它

[115] 题干.

文献综述报告：选择感兴趣的德育话题<s< br=""> [115] 正确答案.A
[115] 难易度.难
[115] 选项数.1
[115] A.

言之有理即可

[116] 题型.其它

[116] 题干.

请从 1-9 年级《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任选一个教学内容，撰写一

个教学详案，授课时长 40 分钟。

注意：在答案区域上传 word 格式的附件即可。

[116] 正确答案.A

[116] 难易度.易

[116] 选项数.1

[117] 题型.填空题

[118] 题型.填空题

[119] 题型.填空题

[119] 题干.(单选题)认知式道德学习是学生顺利适应社会道德生活



的手段之一,对发展学生的优良品德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下属于认知式

道德学习的是____。

B.《道德与法治》课 B.班会课

C.看《厉害了我的国》电影 D.参与“孝”文化校园活动

[119] 难易度.易

[119] 选项数.1

[119]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