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形成道德信念。

A. 道德认识

B. 道德情感

C. 道德意志

D.道德行为

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品德的结构。品德的结构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

意志和道德行为。道德认识是指对于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认识，是人的认识过程在品德上的

表现。形成道德信念，是道德认识发展的最高水平。故本题选 A。
2.甲同学打扫卫生时打碎了一盘玻璃杯，乙同学偷吃时打碎了一个玻璃杯，处于他律道德阶

段的儿童会以为（ ）。

A.甲同学错误大

B.乙同学错误大

C.两者都没错

D.两者错误一样大

2.【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处于他律道德阶段的儿童是以服

从权威为主要特点的。此阶段，儿童思维正在由前运算思维向具体运算思维过渡，以表象思

维为主，思维具有刻板性，作判断时只能运用一个标准或尺度，反应在道德判断上的主要表

现是单纯以数量判断错误的大小。所以针对题干中的情况，处于他律阶段的儿童会因为甲同

学打碎的杯子多而觉得甲同学的错误大。故本题选 A。
3.皮亚杰研究道德发展的主要方法是（ ）。

A.自然观察法

B.实验室实验法

C.两难故事法

D.对偶故事法

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皮亚杰在对儿童道德认知发展进

行研究时，运用的是“对偶故事法”。故本题选 D。
4.根据科尔伯格的观点，道德推理的最高阶段是（ ）。

A. “好孩子”取向阶段

B. 惩罚和服从取向阶段

C. 良心或原则取向阶段

D.权威和社会秩序取向阶段

4.【答案】C【解析】题考查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科尔伯格将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划

分为三水平六阶段。根据科尔伯格的品德发展阶段理论，道德推理的最高阶段，是良心或原

则取向阶段，也称为普遍伦理取向阶段。故本题选 C。
5.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阶段是（ ）。

A.依从

B.认同

C.内化

D.坚定

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态度与品德学习的一般过程。态度与品德学习的过程包括依

从、认同和内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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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行为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并具有坚定性，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本题选 C。
6.古代雅典的教育目的是( )。



A.培养无条件效忠于国家的武士

B.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能履行公民职责的人

C.培养演说家和雄辩家

D.培养虔信上帝的宗教人士

6.B 【解析】古代雅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和商人,注重身心的

和谐发展。

7.狭义教育是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下列不符合狭

义教育的特点的是( )。
A.这种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实践活动

B.这种教育有专业的教育者

C.这种教育具有随机性,随时可以发生

D.这种教育需要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

7.C 【解析】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特定的

教育场所,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社会期望的

方向发展的活动,所以 ABD 均正确。学校教育不能随时发生,而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发生

的,C 选项不正确。

8.第一个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科学,并认为应该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的

是( )。
A.赫尔巴特

B.裴斯泰洛齐

C.洛克

D.杜威

8.A 【解析】赫尔巴特首次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科学,并认为应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

学的理论基础。他的贡献在于把教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把道德教育理论建立在伦理

学基础上,奠定了科学教育学的基础。

9.首次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提出来的学者和第一次把教育学搬上大学讲坛的学者分

别是( )。
A.培根,夸美纽斯

B.夸美纽斯,赫尔巴特

C.培根,康德

D.杜威,卢梭

9.C 【解析】英国学者培根 1623 年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书中首次把“教育学”作为

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下来,并与其他学科并列;德国学者康德首次把“教育学”列为大学课程,作
为一门学科进行讲授。

10.提出“白板说”的教育家是( )。
A.斯普朗格

B.赫尔巴特

C.裴斯泰洛齐

D.洛克

10.D 【解析】本题旨在考查考生对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基本常识的了解情况。洛克认为人

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人类的感官经验,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可以由人任意涂

抹。斯普朗格是文化教育学的代表,赫尔巴特是传统教育派的代表。因此,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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