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词解释

1. 德育: 德育是教育工作者组织适合德育对象品德成长的价值环境，促

进他们在道德认知、情感和实践能力等方面不断建构和提升的教育活动。

简言之，德育是促进个体道德自主建构的价值引导活动。

2. 德性:德性就是在人的生物性存在中实存的精神性。

3. 新性善论：由于人类整体社会实际的作用，人类个体已经先天地拥有

某种对个体来说是先验但对人类整体实践来说是后天的社会性心理文化

结构的遗传存在，它提供了道德教育的可能性，正式由于先天道德禀赋

的存在，道德教育才有发掘，发扬光大这一禀赋的可能。

4. 德育目的：是德育活动预先设定的结果和德育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

是德育活动所要生成或培养的品德规格。

5. 德育过程：即德育活动的客观顺序或工作流程。（也有人从单个德育任

务自开始到完成的历程角度加以界定）

6. 德育方法：教师和学生在德育过程中，为达成一定的德育目标而采用

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活动方式与手段的组合。

7. 德育主体: 在德育过程中以充分注意道德学习主体性发挥为自己道德教

育活动最大主体性目标的道德教育工作者——教师。

8. 德育内容：德育活动所要传授的，具体道德价值与道德规范及其体系。

9. 德育课程：是道德教育内容或教育影响的形式方面，是学校道德教育

内容与学习经验的组织形式。

10.思维训练法：以道德知识的学习和道德思维能力的提高为主要目标的德

育方法。

11.行为训练法：通过道德实践和对道德行为的价值领悟、策略训练、奖励与

惩罚等方式进行道德教育，以巩固道德信念、磨炼道德意志、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的德育方法。

12.情感陶冶法：通过设置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得到道德情感与心

灵的熏陶、教育的一种教育方法。

13.品德测评：

14.习俗性德育：人类社会早期以习俗性道德为教育内容并通过习俗与生活

去实施的道德教育形态。

15.澄清反应: “澄清反应”亦称“澄清式问答”、“澄清式回应”，教师通

过与学生就其关注的某一问题的对话，帮助学生澄清其思想以形成学生

个人的价值观。

二、填空题

1.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_ 商品性_、生产性、_民主性_科学性、_

发展性_和革命性等。

2.德育理论的形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主要有四种：_德育原理_、德育论、

_德育学_、德育科学或德育学科群（德育原理）。

3.价值澄清过程的七个步骤涉及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_选择_、珍视、

_行动_。

4._“新性善论”_是现代德育理念的基础，是德育主题性发挥的前提之一。

5.关于道德发展，西方心理学的研究很多。概括地讲，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

大流派： _情感发展方面的精神分析理论_、行为发展方面的社会学习理论和_



认知发展方面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_。

6.德育目的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为：_导向功能_、调控功能、_评价功能_；

德育目的的公德功能主要表现为：引导性功能、_规范性功能_.

7.德育过程的特点包括_计划性与正面性性_、_复杂性与多端性_、_引导

性与整合性_。

8.方法论意义上的的德育方法包括：启发法、塑造法、_雕琢法_、树人法、_

系统或综合法_。

9.当代西方德育界形成的主要方法模式有：（1）认知发展方法模式（2）_

社会学习方法模式_(3)价值澄清方法模式（4)_社会行动方法模式_。

10.德育主体素养的提升应分为_德育师资的培育_、德育主体的自修_两

个部分来研究。

11.德育目的有教育功能。具体说来，德育目的对教育过程的作用主要体现

为_导向功能_、_调控功能_、_评价功能_。

13.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我国德育教育工作的重点应当包括或强调以下

几个方面：基本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_家庭美德

教育_、集体主义教育、_爱国主义教育_、民主与法制教育、_信仰道德教育_。

14.德育过程的特点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内容：_计划性_与正面性、复杂性与

_多端性_、引导性与_整合性_。

15.具体的德育方法有：思维训练法、_情感陶冶法_、理想激励法_、_行为

训练法_、修养指导法。

16.在中国大陆，德育概念的泛化的原因主要有：_传统思想的影响_、_受

苏联教育学的影响_、_中国政治革命的特殊历史轨迹_。

17. 学校德育的世俗化就是    宗教教育   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分离。

18. 涂尔干的   《道德教育论》   被视为独立的德育学产生的标志。

19.现代德育内容的基本层次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文明习惯   、   基

本道德（美德）   、公民道德 、信仰道德 。

20.德育主体的素养结构由三个维度构成，即   道德素养   、   专业素养   、

教育素养   。

21.理想激励法师指通过适当方式促进学生形成   道德理想   、   道德信念

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的方法。

22.大众传媒之社会影响的一般特征有：   中介性   、   大众性   、   程序性   。

三、简答题

1.如何理解德育内容在发展的趋势上对“全球伦理”的确认？

所谓“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

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

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

2. 如何构建优化的学校德育社会环境？

建立优化的学校德育之社会环境，需要发挥学校、政府以及社会三方面的

主体性。⑴学校角色的正确定位⑵政府功能的正确发挥⑶社会精神实体的

重构



3. 科尔伯格德育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判断的发展就其结构特征而言，会出现三种水平六个

阶段：前习俗水平（服从和惩罚的道德定向阶段，朴素的享乐主义或功

利主义定向阶段），习俗水平（好孩子定向阶段，尊重权威和维护社会

秩序定向阶段），后习俗水平（社会契约定向阶段，良心或普遍原则定

向阶段）。

4. 德育主要有哪几方面的功能？

⑴德育的社会性功能（学校德育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发展发挥何种

性质的作用）⑵德育的个体性功能（德育对德育对象个体发展能够产生

的实际影响）⑶德育的教育性功能（两大含义德育的“教育”或价值属

性；德育作为教育子系统对平行系统的作用）

5. 如何提升德育主体的素养？

德育主体素养的提升主要应当通过培训和自修两大途径进行。由于德育主

体分为专门的德育工作者和非专门的德育主体两个类型，德育主体素养

的培训也应当分为德育师资的培训和德育主题的自修这两个部分来研究。

6. 影响学校德育内容的教育因素主要有哪几方面？

⑴对道德可教性的理解。⑵德育目的、目标及其序列化。⑶德育过程观。⑷

偶发因素。

7. 社会环境对于个体道德成长的价值主要有哪些？

⑴提供成长基地；⑵创造内在的需求；⑶左右运作模式。

8. 简述对德育的社会性功能的认识需要注意的问题。

⑴必须树立全面的德育（社会性）功能观。其一是学校德育不仅为政治服

务，而且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生态平衡等均有重要作用。其二是要

求对每一项具体的德育功能必须有全面的理解；⑵要充分注意德育社会

性功能实现的间接性。⑶文化功能是学校德育功能中的中介。

9. 同其他先进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对中学德育内容的规定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主

要有哪些？

⑴道德教育的内容仍然强调不够；⑵对教育对象的批判和省思能力的培

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⑶对学生品德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和尊重不够。

10. 依据现当代德育内容结构的一般趋势，学校德育内容应当包括哪些主要层

次？

⑴基本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教育；⑵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⑶公民道

德或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⑷较高层次的道德理想教育即“信仰道德”

（信德）的教育。

11. 列举中国专门道德教育学科课程的主要问题。 

⑴课程内容的安排与教学处理问题。⑵教材内容的稳定性问题。⑶课程结



构与设计的问题。

12. 简述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矛盾。

⑴学校道德教育影响与一般社会道德影响之间的矛盾。⑵德育目标要求同

学生的道德发展实际的矛盾。⑶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

间的矛盾。

四、论述题

1.什么是德育的因材施教原则？怎样贯彻这一德育原则？

德育因材施教：应当根据个性实际进行道德教育；应当对道德任务的难

度做适当的安排（耶尔克斯 ·道得逊定律，任务容易，增强动机效果提高，

而不断增强任务的难度，最佳动机水平就会减低）；应当做到德育与

“心育”的统一；应当根据个体特定情境的全部个性实际去实施因材施

教的德育。

2.如何构建优化的学校德育社会环境

① 学校角色的正确定位：学校德育主动直接地参与社会环境的建设；学

校德育应作为个体德育成长社会环境网络中最能动的力量去主动连接其

他社会环境系统，组合各种正面影响形成合力；学校德育和教育应在体

系内进行改造，努力形成适应和超越学校环境的中介机制，使学校德育

社会环境中的正面德育影响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的德育影响，同时

促进社会环境中德育影响有序化，开发学校德育社会环境的现实空间。②

政府功能的正确发挥：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环境系统发展的自

觉力量；引导社会环境子系统的建设；聚合社会环境子系统形成德育影

响的合力。③社会精神实体的重构：首先要处理好系统和过程的关系；处

理好适应和超越的关系。只有全社会建立起较为充分的对于学校德育的义

务感和德育自觉，我们所追求的学校德育的社会环境优化才可能走向现

实。

3. 试说明惩罚作为教育方法的意义与局限

惩罚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方法，已经在教育活动中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矛

盾的心态。但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性格，能培养学生的

责任感，能锻炼学生的意志和人的尊严感，能培养学生抵抗引诱和战胜

引诱的能力。而惩罚的局限在于很多教育者没有使用正确的方式，使得惩

罚制度出现了很多局限。例如为惩罚而惩罚、不公平、合理、准确，容易出

现主观，武断和随意的惩罚。用刻板的惩罚手段，忽略对学生的尊重。

4.结合实际说明，如何提升德育主体素养

德育主体素养的提升主要应当通过培训和自修两大途径进行，由于德育

主体分为专门的德育工作者和非专门的德育主体，德育主体素养的培训

也应当分为两部分研究。培训：德育师资的培育（由大学教育院系培育德

育师资，或者加大师范大学和教育学院政教专业课程中德育专业训练的

力度；非专业道德教育工作者牙咬进行适当训练，在取得任职资格时必

须获得过一定的“道德教育学分”）；自修：德育主体的自修注意的德



育使命策略；科研带动策略；实践与反思策略。德育主体素养的提供不仅

仅设计德育或教育系统本身，社会宏观环境的改善对德育主体素养的提

升至关重要。以上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对教育工作者而言，一方面呼吁

社会支持，一方面从自己做起。提倡从自己做起，一方面是因为短时间内

教师能够有所作为的首先是自身素养的改善；另一方面因为自身素养与

工作成绩的提高也会提升社会对道德的认可和支持的水平。

5.如何在学校中进行以关怀为中心的教育

①教育的目的是明确的和毋庸置疑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培养有能力

的，关怀的，充满爱心并且受人喜爱的人。②满足相关的需要。让学生和

教师（在彼此的同意之下）共同生活几年，尽可能让学生相处在一起，

努力让学生在一段时间内能生活在同一地方。让回学生视自己为学校的主

人。最后还必须有专门的时间用于建立关怀关系和信任关系。③减弱控制

力。给教师和学生更多职责去做自己的判断，取消竞争性的升级制度并减

少考试等。④取消等级制的教学计划，为所有学生提供卓越的教学计划，

那些不以升入大学为基础的计划要和旨在升入大学的计划一样丰富，有

吸引力和要求严格。⑤每天至少有一部分时间用于关怀的主题。讨论和生

存有关的问题，为学生提供与关怀有关的实践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如何

道德地对待别人等。⑥告诉学生任何领域的关怀都需要一定的能力。关怀

是人类生活坚韧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