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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8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德育原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68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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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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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冶的相应代码涂黑。 错涂、多涂或未涂均

无分。

1. 在所有德育问题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是

A. 德育概念、本质与功能的界定问题

B. 德育内容理解与选择问题

C. 德育方法的类型与应用问题

D. 德育目标的要求与学生思想道德发展之间的矛盾

2. 在中国,独立的德育学产生的标志是

A. 梁启超的《德育鉴》和蒋拙诚的《道德教育论》

B. 蒋拙诚的《道德教育论》和余家菊的《训育论》

C. 余家菊的《训育论》和吴俊升的《德育原理》

D. 吴俊升的《德育原理》和姜琦的《德育原理》

3. 德育的本质主要解决的是

A. “德育是什么冶的问题 B. “德育为什么冶的问题

C. “德育干什么冶的问题 D. “德育为了谁冶的问题

4. 从作用的对象看,德育功能可以划分个体性功能、社会性功能、教育性功能等,其中德育的本

体性功能是

A. 个体性功能 B. 社会性功能

C. 教育性功能 D. 政治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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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育的构成要素至少有三个,这三个要素是

A.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

B. 教育者、受教育者、联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介质

C. 受教育者、教育内容、联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介质

D. 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育内容、联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介质

6. 我国古代“成圣成贤冶的修身目的最终被引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冶这一宏大目标,其德育目的

属于

A. 社会本位的德育目的 B. 个人本位的德育目的

C. 精英主义的德育目的 D. 平民主义的德育目的

7. 将儿童的道德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自我中心主义阶段、权威阶段、可逆性阶段、公正阶段的

心理学家是

A. 马斯洛 B. 弗洛伊德 C. 皮亚杰 D. 科尔伯格

8. 德育活动课程区别于其他德育课程形态的根本特征是其

A. 应用性 B. 实践性 C. 体验性 D. 多样性

9. 德育的基本属性是

A. 目的属性 B. 过程属性 C. 方法属性 D. 结果属性

10. 以消极的强化方式去影响学生道德行为的教育方法是

A. 引导 B. 奖励 C. 惩罚 D. 警示

11. 德育活动最为关键的特征是

A. 实践性 B. 主体性 C. 生成性 D. 创造性

12. 教师鼓励学生在游戏生活中多寻找游戏伙伴的最终目的是

A. 解决复杂游戏多人合作的问题

B. 帮助学生消除长期存在的孤独

C. 观察学生与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D. 让学生建立亲密健康的伙伴关系

13. 学生品德评价的核心目标和功能在于

A. 更好地促进学生增强道德认识能力

B. 更好地促进学生增强道德判断能力

C. 更好地促进学生增强道德推理能力

D. 更好地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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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将有关学生学习成就或持续进步信息的一连串表现、作品、评价结果以及相关记录、资料汇

集起来对其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这是

A. 操行评语法 B. 成长记录袋评价法

C. 行为观察法 D. 个案研究法

15. 个体的道德成长“时时冶“处处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说明德育环境的

A. 普遍性 B. 建构性 C. 历史性 D. 价值性

16. 从学校德育环境角度看,学生成长的家庭属于

A. 学校宏观外部德育环境 B. 学校中观外部德育环境

C. 学校微观外部德育环境 D. 学校客观外部德育环境

17. 学校内部德育环境建设应合理调动多方力量,其中的主导方或责任方应是

A. 校外力量 B. 校内力量 C. 社区力量 D. 媒介力量

18. 价值澄清模式的价值澄清策略中,最为灵活的策略是

A. 团体讨论策略 B. 价值单策略

C. 澄清反应策略 D. 优点编辑策略

19. 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模式在学校道德教育领域的应用策略主要是公正团体法和

A. 价值辨析法 B. 道德两难法

C. 道德辩论法 D. 价值排列法

20. 强调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核心作用的当代西方德育模式是

A. 价值澄清模式 B. 价值分析模式

C. 体谅关怀模式 D. 道德认知发展模式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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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现代学校德育的发展趋势。

22. 简述学生品德发展的规律与品德修养的特点。

23. 简述德育方法的含义以及影响德育方法选择的因素。

24. 简述学生品德评价及其当前发展趋势。

25. 简述同辈群体的德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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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6. 联系实际,谈谈如何合理把握当前我国学校德育目的制定和完善中的取向。

27. 试论学校德育隐性课程的优化。

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5 分。

28. 案例材料

摇 摇 学生小嘉和德育导师李老师说:“网络上说了,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

军、游击队、民兵总共消灭日本鬼子才 851 人;董存瑞最后喊的一句话是‘不要相信**

*爷;邱少云被火烧一动不动,违背生理学规律,是不可能的。 有个杂志也说,狼牙山五壮

士的故事也不实。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学过的书上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的

中流砥柱吗? 原来不是说董存瑞最后喊的是‘为了新中国,前进爷吗?冶学生小霖听了就说:

“网络上的东西不能信,全是瞎说。冶

摇 摇 问题:请结合上述案例,运用有关理论与方法分析如何开发和利用媒介德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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