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品德是一种个体现象，它是个人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 ）行动时，对他人、对周围事物

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

A.意识和规范

B.伦理和观念

C.准则和规范

D.伦理和准则

2.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融为

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称之为（ ）。

A.模仿

B.从众

C.认同

D.内化

3.采用道德两难故事研究儿童道德发展的心理学家是（ ）。

A.斯腾伯格

B.科尔伯格

C.埃里克森

D.弗洛伊德

4.在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使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与他人相接近称

之为（ ）。

A.模仿

B.从众

C.服从

D.认同

5.从整体发展来看，中学生品德发展的关键时期大致在（ ）。

A.初二年级

B.初三年级

C.高一年级

D.高二年级

答案解析

1.C【解析】品德即道德品质，是指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

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或倾向。故本题选 C。
2.D【解析】内化指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一致，将自己所认同的思想和自己原有

的观点、信念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故本题选 D。
3.B【解析】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了人类道德发展的顺序原则，并认为道德认知是可

以通过教育过程加以培养的。科尔伯格研究道德发展的方法是两难故事法。故本题选 B。
4.D【解析】认同是在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上主动接受他人的影响，使自己的态度和行

为与他人相接近。与依从相比，认同更深入一层，它不受外界压力控制，行为具有一定的自

觉性、主动性和稳定性等特点。故本题选 D。
5.A【解析】根据研究，初二年级是品德发展的关键时期。故本题选 A。



6.一个人面对问题情境时，在规定时间内能产生大量不同的观念表明其思维具有（ ）。

A.流畅性

B.变通性

C.指向性

D.独创性

7.“知人所不知，见人所不见”属于创造性的（ ）特征。

A.流畅性

B.精细性

C.独创性

D.变通性

8.下列关于问题情境与问题解决关系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问题情境中所包含的事物太多或太少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B.问题情境中的刺激模式与个人知识结构是否接近对问题解决没有影响

C.问题情境中事物的空间安排与问题解决没有关系

D.“心理眩惑”有助于问题解决

9.让学生实际动手去制作贺卡、图片模型等物品，以培养其创造性的方法是（ ）。

A.发散思维训练

B.头脑风暴

C.推测假设

D.自我设计

10.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鼓励所有学生对某一问题提出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同时不做任何

评论，直到所有可能的答案都找到为止，这种训练是（ ）。

A.发散思维训练

B.推测与假设训练

C.自我设计训练

D.头脑风暴训练

答案解析

6.A【解析】思维的流畅性是指智力活动灵敏迅速、畅通少阻，能在较短时间内发表较多的

观点，它是发散思维的量的指标。故本题选 A。
7.C【解析】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独创性。故本题

选 C。
8.A【解析】问题情境与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问题情境中所包含的事物太多或太少、“心

理眩惑”等情况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问题情境中的刺激模式与个人知识结构是否接近、问

题情境中事物的空间安排都影响问题的解决。心理眩惑是事物的叙述形式奇异或内容呈现中

出现假象，使非本质信号对大脑皮层刺激过强，因而使人迷惑的一种心理现象，对问题解决

起负面作用。故本题选 A。
9.D【解析】自我设计训练课程是一种灵活性较强的训练课程。老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材料

和工具，让学生利用这些材料，实际去动手操作某些物品。故本题选 D。
10.D【解析】通过集体讨论，使思维相互撞击，迸发火花，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应遵循四



条基本原则：一是让参与者畅所欲言，对所提出的方案暂不作评价或判断；二是鼓励标新立

异，与众不同的观点；三是以获得方案的数量而非质量为目的，即鼓励多种想法，多多益善；

四是鼓励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故本题选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