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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D_81_E7_AB_A0_E7_c38_591076.htm 一、态度的实质及

结构 (一)态度的含义 态度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影响个人的

行为选择的内部准备状态或反应的倾向性。 (二)对态度含义

的理解 第一，态度是一种内部准备状态，而不是实际反应本

身。 第二，态度不同于能力。虽然二者都是内部倾向。能力

决定个体能否顺利完成某些任务，而态度则决定个体是否愿

意完成某些任务。即决定行为的选择。 第三，态度是通过学

习而形成的，不是天生的。 (三)态度的结构 1．态度的认知成

分 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

对于某一对象而言，不同个体的态度中所含的认知成分是不

同的。2．态度的情感成分 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

情绪或情感体验。是态度的核心成分。 3．态度的行为成分 

指准备对某对象做出某种反应的意向或意图。 一般情况下。

态度的上述三种成分是一致的，但有时也可能不一致。 二、

品德的实质与结构 (一)品德的含义 品德是道德品质的简称，

是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是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

行为规范行动时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 (

二)对品德定义的理解 首先，品德反映了人的社会特性，是将

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规范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内在需要的复杂

过程。其次，品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最后。品德是在道德

观念的控制下。进行某种活动、参与某件事情或完成某个任

务的自觉行为．也就是说，是认识与行为的统一。 (三)品德

与道德的区别和联系 1．联系：首先，品德的内容来自道德



，个人品德是社会道德在个体身t的具体表现，两者都受社会

发展规律的制约。 其次，品德的形成是在社会道德舆论的熏

陶和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下，在家庭成员潜移默化的道德感

染下，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最后，社会

道德本身是由许许多多的品德集合构成的。 2．区别：首先

，道德是依赖于整个社会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但不以某一

个体的存亡为转移。品德则依赖于某一个体存在而存在的一

种个体现象。 其次，道德的内容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要求，

品德的内容往往只是道德规范的部分体现．是社会道德要求

的局部反映。 再次，道德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发展

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品德是社会道德在个体头脑中的反

映，它的发展不仅要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还要服从于个

体的生理、心理活动的规律。 最后。道德是哲学、伦理学与

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品德则是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

四)品德的心理结构 1．道德认识 是对道德规范及其执行意义

的认识。它主要是指一个人面对矛盾冲突的情境能自觉地意

识到是非善恶，进而能就行动作出缜密的道德抉择。道德认

识是个体品德的核心部分。道德认识的结果是获得有关的道

德观念、形成道德信念。当个体对某一道德准则有了较系统

的认识，感到确实是这样时，就形成有关的道德观念。当认

识继续深入，达到坚信不移的程度，并能指导自己的行动时

。就形成了道德信念。道德信念对行为具有稳定的调节与支

配作用。2．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伴随着道德认识而产生的一

种内心体验。它渗透在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中。道德情

感的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义务感、

责任感、事业感、自尊感和羞耻感，其中，义务感、责任感



和羞耻感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尤为重要。道德情感从表现形式

上看，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直觉的道德情感，即由于对某种

具体的道德情境的直接感知而迅速发生的情感体验。其特点

是产生迅速．对行为具有迅速定向的作用。二是想像的道德

情感，即通过对某种道德形象的想像而发生的情感体验。它

以社会道德标准的化身而存在的，又具有极大的鲜明性，是

道德行为的强大动力。三是伦理的道德情感，即以清楚地意

识到道德概念、原理和原则为中介的情感体验。它具有清晰

的意识性和明确的自觉性，具有较大的概括性和道德较强的

理论性，具有稳定性和深刻性。它是最高级形式的道德情感

。3．道德行为道德行为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认识指引和道德

情感激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他人或社会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

。它是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的外在表现，是衡量品德的重要

标志。道德行为包括道德行为技能和道德行为习惯。美国心

理学家莱斯特提出关于个体道德行为发生的四种模式为：解

释情境、作出判断、道德抉择和履行道德行动计划。三、态

度与品德的关系(一)两者的联系1．二者实质是相同的。品德

是一种习得的影响个人行为选择的内部状态，而态度也是依

据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

特征。2．二者的结构是一致的，都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

个方面构成。(二)两者的区别第一，二者所涉及的范围不同

。态度涉及的范围较大，包括对社会、对集体的态度，对劳

动、对生活、对学习的态度，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等。其

中有些涉及社会道德规范，有些则不涉及，只有涉及道德规

范的那部分稳定的态度才能称为品德。第二，价值的内化程

度不同。克拉斯沃尔和布卢姆等在其教育目标分类学中提出



．因价值内化水平不同，态度也发生多种程度的变化。从态

度的最低水平开始，依次是“接受”，即注意，“反应”，

即愿意并实际参加某项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活动：“评价”，

即按价值准则行动后获得满意感或愉快感，赋予自己的行为

以某种价值；“组织”，即价值标准的组织，判断各种不同

价值标准的联系，克服其问的矛盾和冲突；“性格化”，即

将各种价值观念组织成一个内在和谐的系统，使之成为个人

的性格的一部分。 上述价值内化的各级水平实际上也就是态

度变化的水平，但只有价值观念经过组织且已成为个人性格

的一部分时的稳定态度才能被称之为品德。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