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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21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德育原理试题
课程代码:00468

摇 摇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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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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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问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事实的德育问题,另一种则是

A. 基于实践的德育问题 B. 基于理论的德育问题

C. 基于工具的德育问题 D. 基于价值的德育问题

2. “产婆术冶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提出这一教育方法的思想家、教育家是

A. 苏格拉底 B. 柏拉图 C. 亚里士多德 D. 奥古斯丁

3. 德育是把外在的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的教育实践活动。 这一观点是

A. 德育内化说 B. 德育转化说

C. 德育内外化说 D. 德育建构说

4. 原始社会的德育形态是

A. 宗教式德育 B. 祭祀式德育

C. 示范式德育 D. 生活式德育

5. 德育目的会对学生在观念上和行为上构成警示和规范作用。 这指的是德育目的对学生品德

发展的

A. 规范功能 B. 引导功能

C. 调控功能 D. 评价功能

6. 影响德育内容选择的最直接因素是

A. 德育目的 B. 德育对象 C. 德育环境 D. 德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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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如何教道德和如何才能让学生发展道德的知识,属于教师德育的

A. 本体性知识 B. 条件性知识

C. 工具性知识 D. 实践性知识

8. 学生的品德行为分为两个层次,其中基于学生自己的品德需要,品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而

不是出于手段,这是

A. 他律品德 B. 自律品德 C. 无律品德 D. 自由品德

9. 德育内容的基本组织形式是

A. 德育课程 B. 德育活动

C. 德育资源 D. 德育实践

10. 德育过程的引入具有多端性,这种多端性主要源于学生品德心理结构的

A. 有序性 B. 无序性 C. 复杂性 D. 多元性

11. 德育过程的组织必须在充分考虑学生现有道德发展能力的基础上适度超越,既对学生道德

发展有挑战,又是学生通过努力所能达到的。 这指的是德育过程的组织要依据

A. 方向性原则 B. 教育性原则

C. 最近发展区原则 D. 教育与再教育、自我教育相统一原则

12. 依据一定的品德要求和目标,采取科学的评价方法,对所搜集到的品德信息进行事实分析

和价值判断的活动叫

A. 品德评价 B. 品德诊断 C. 品德评估 D. 品德测试

13. 学生品德评价的强化功能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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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将皮亚杰关于品德发展评价的对偶故事法发展成道德两难故事法的是

A. 泰勒 B. 斯塔克 C. 科尔伯格 D. 雷斯特

15. 在德育体系中,规定了德育活动的价值方向,体现了一定社会和国家对德育的期望和要求

的要素是

A. 德育目标 B. 德育主体 C. 德育内容 D. 德育资源

浙 00468# 德育原理试题 第 2 页(共 4 页)



16.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现代大众传媒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工具和个体社会化重要的力

量之一,被称为除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之外的

A. “第二种力量冶 B. “第三种力量冶

C. “第四种力量冶 D. “第五种力量冶

17. 对学生道德成长以及德育活动开展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指的是

A. 德育内容 B. 德育环境

C. 德育课程 D. 德育资源

18. 学校内部的德育环境可以分为学校整体环境、班级和

A. 教室 B. 学习小组 C. 寝室 D. 同辈群体

19. 学校中观外部德育环境的建设,主要指的是

A. 社会政治环境的优化 B. 社会文化环境的淳化

C. 社区德育环境的建设 D. 家庭德育环境的塑造

20.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即

A. 平等原则 B. 公正原则

C. 自由原则 D. 自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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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德育产生的生物学前提和社会现实基础。

22. 简述社会本位德育目的与个人本位德育目的的区别。

23. 教师的德育能力如何提高? 需要依靠哪些条件?

24. 简述德育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基本原则。

25. 简要评析价值澄清模式。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26. 联系实际,谈谈德育个体性功能的内涵与表现。

27. 其他学科课程为什么应该对学生进行德育? 以某门具体学科为例,论述其他学科课程德育

实施应把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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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分析题:本大题 15 分。

28. 案例材料

摇 摇 这是一位学生写的《国旗下讲话———规范升旗仪式》:

国旗是一个国家及民族精神的象征。 五星红旗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尊严,寄托着我们对

祖国的深情和敬意。 升旗是一个严肃、庄重的仪式,在下面我们要保持安静,行注目礼、脱

帽、放下手中的物品。 天安门的升旗仪式上,一个升旗队共 36 名队员,一共走了 138 个正

步,138 步中的“38冶代表着我国抗日战争时使用的三八式步枪;五星红旗上升的高度为

28. 3 米,代表着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共经历了 28 年又三个月。 这些精确又饱含深意的数

据,是为了让我们时刻铭记历史,心怀敬意。 要知道,革命烈士们曾用鲜血换来现今生活的

和平稳定,他们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如今,我们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更应该铭记

历史,尊重我们的国旗,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古人云,法者,天下之准绳也。 每年的 12 月 4 日,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 国歌、国旗以

及国徽,都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维护国歌的尊严即是维护国家的尊严,是我

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而今天,随着社会多元化业态的加深,出现了随意编排国歌,不认真唱

国歌等不尊重国歌的现象。 这不仅仅是政治认同的缺失,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淡薄。 可

见,给国歌立法,有助于让公民坚守文化底线和道德底线,增强家国观念和公民意识。

为了让公民们真正从心底尊重国旗、国歌,规范升旗仪式也是必不可少的。 升旗仪式

是庄严而隆重的。 然而,在升旗仪式上,这些现象并不少见,比如:站姿不规范、仪容仪表不

达标、随意与身边的人交谈、升旗仪式并未结束就早退、对升旗仪式抱以轻视随意的态度

等。 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我们理应尊重升旗仪式,并时刻端正自己的态度。 升国旗时要

立正站好,保持安静,行注目礼,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重视升旗仪式,培养公民的责

任感。

在我看来,爱国不是只会熟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字,不是在国庆日、公祭日时朋

友圈的刷屏,爱国更应该表现在每次的升旗仪式中,规范升旗仪式,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

更是对国家形象的维护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

国歌和国旗从不只是一首歌、一面旗帜那么简单。 在危难关头时,它是我们的力量来

源;在日常生活中,它是我们的心底之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是“誓与国家共存亡冶的

冲锋号;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它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冶的进行曲。 因此,我

们不仅要尊重国旗国歌,还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升旗仪式。 用行动证明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做一个合格、优秀的公民!

摇 摇 问题:请结合案例内容,运用有关理论与方法分析如何设计与实施学校仪式教育,并发

挥仪式的德育功能。

浙 00468# 德育原理试题 第 4 页(共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