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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德育原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68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学校教育的灵魂是

A. 德育 B. 智育 C. 体育 D. 美育

2. 在我国,德育原理的价值性首先就体现为其明显的

A. 集体主义性质 B. 社会主义性质

C. 立德树人性质 D. 品德引领性质

3. “德育原理”在我国产生的标志是

A. 梁启超的《德育鉴》 B. 蒋拙诚的《道德教育论》
C. 姜琦的《德育原理》 D. 吴俊升的《德育原理》

4. 德育就其实践而言,主要采用的是

A. 大德育的概念 B. 小德育的概念

C. 宏观德育的概念 D. 微观德育的概念

5. 人类德育产生的生物学前提是

A. 人类已经从古猿进化为人类

B. 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

C. 人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和交往关系

D. 人类在产生时所具备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

6. 一个有效和合理的德育目的在具备理想性的同时需要具有现实性,需要基于一定的现实基

础。 这指的是德育目的的

A. 抽象性 B. 预期性 C. 可能性 D. 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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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育活动所要传授的具体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及其体系就是

A. 德育目的 B. 德育内容 C. 德育对象 D. 德育目标

8. 教师不仅是知识教学的主体,同时也是学生学习模仿的对象,因而教师是

A. 道德学习者 B. 道德知识的传递者

C. 道德示范者 D. 德育活动的组织者

9.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只需通过观察学习就可以获得大部分的新行为。 这一学派的代表

人物是

A. 皮亚杰 B. 弗洛伊德 C. 班杜拉 D. 埃里克森

10. 在我国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是

A. 日常教育管理 B. 德育活动课程

C. 德育隐性课程 D. 德育学科课程

11. 隐性课程在德育上具有

A. 灌输的特性 B. 探究的特性 C. 诱导的特性 D. 合作的特性

12. 与一般社会影响相比,德育过程的组织具有鲜明的

A. 计划性 B. 传递性 C. 正面性 D. 可变性

13. 教师借助各种文字和音像材料,借助黑板、多媒体、语言等媒介手段在课程教学中向学生传

递心理健康、法纪、道德、思想、政治知识及表达思想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以提高学生认

知、陶冶学生情感为主的教育方法是

A. 榜样示范法 B. 讲授法 C. 情感陶冶法 D. 奖励与惩罚

14. 德育理论走向实践,发挥实效的最直接形式是

A. 德育课程 B. 德育过程 C. 德育方法 D. 德育活动

15. 下列仪式的组成部分中,仪式活动的起点和归宿是

A. 仪式名称 B. 仪式目的

C. 仪式参与者 D. 仪式场景布置

16. 学生品德评价的导向功能是指

A. 品德评价将引导学生的品德朝着德育目标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B. 品德评价可以科学地鉴别学生品德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为进一步优化学校德育、提

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供依据

C. 品德评价能够调节学生的言论和行为,为做好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服务

D. 在评价学生品德时,教师通过扬善抑恶,引起学生强烈的情绪体验,进而可以达到强化

良好品质、抑制不良品质的教育效果

17. 成长记录袋的主体是

A. 教师 B. 家长 C. 学生 D.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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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据资源呈现和作用方式的不同,德育资源可分为

A. 素材性德育资源和条件性德育资源

B. 隐性德育资源和显性德育资源

C. 校内德育资源和校外德育资源

D. 现实德育资源和网络德育资源

19. 德育主体对于德育环境具有选择性和建设性,使社会环境更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这说

明德育环境的

A. 普遍性 B. 价值性 C. 历史性 D. 建构性

20. 在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道德教育家诺丁斯建立的德育体系中,核心是

A. 关怀 B. 体谅 C. 同情 D. 对话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25 分。

21. 什么是德育功能? 它与德育目的和德育效果有什么区别?

22. 简述德育活动课程的特点与实施原则。

23. 什么是德育过程? 德育过程组织有哪些基本原则?

24. 如何开发和利用学校德育资源?

25. 简述作为学校内部德育环境的班级的构成要素及德育影响。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6. 根据学生品德发展的规律,试论应从哪些途径促进学生道德养成。

27. 什么是游戏? 结合具体的校园游戏活动,分析游戏中的德育因素。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5 分。

28. 案例材料

　 　 2017 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对德育目标作了如下设置:

(一)总体目标

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增强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学生理解、认同和拥护

国家政治制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养成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行为习惯,形成积

极健康的人格和良好心理品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

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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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段目标

小学低年级。 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爱亲敬长、爱集

体、爱家乡,初步了解生活中的自然、社会常识和有关祖国的知识,保护环境,爱惜资源,养

成基本的文明行为习惯,形成自信向上、诚实勇敢、有责任心等良好品质。

小学中高年级。 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了解家乡发展

变化和国家历史常识,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理解日常生活的道德

规范和文明礼貌,初步形成规则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养成良好生活和行为习惯,具备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成诚实守信、友爱宽容、自尊自律、乐观向上等良好品质。

初中学段。 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认同中华文化,继

承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理解基本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树立规则意识、法治观念,培

养公民意识,掌握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养成热爱劳动、自主自立、意志坚强的

生活态度,形成尊重他人、乐于助人、善于合作、勇于创新等良好品质。

高中学段。 教育和引导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

民主法治观念,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会

正确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相关知识,具备自主、自立、自强的态度和能力,初步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问题:请运用德育目的具体化的有关知识,谈谈你对《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德育目标设

置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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