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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5_BF_83_E7_c38_591097.htm 第一节 态度与品德的

实质及其关系 1、什么是态度？简述态度的结构？ 态度的实

质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的内部准备状

态或反应倾向性。 1态度是一种内部准备状态,而不是实际反

应本身 2态度不同于能力，虽然二者都是内部倾向 3态度是通

过学习而形成的，不是天生的 态度的结构： 1态度的认知成

分，态度的认知成分是指个体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

义的观念和信念 2态度的情感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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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对某对象作出某种反应的意向或意图 2、品德与道德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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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德与道德是两个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的概念。 一、道德的特征 1道德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

现象，是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行

为规范或准则的总和这种有舆论的力量和内心驱使来支持的

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的总和就是道德。 2道德的社会共性：

①适应全体社会各个成员都必须遵循的简单的共同生活准则

；②同一社会中各阶级间所共有的道德准则或道德观念习俗

。 3道德的阶级性。 4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二、品德的

特征 1品德形成的后天性2品德内容的社会性3品德表现的行为

性4品德结构的稳定性5品德抉择的自觉性 三、品德和道德的

联系 1个体品德的内容来源于社会道德 2个体品德的形成依赖



于社会道德 3道德和品德的直接根源不同，但他们的最终根

源是相同的，它们都要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第二节 中

学生品德发展的基本特征 3、评述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理

论？ 皮亚杰在儿童道德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 1

在认知发展与道德发展的关系方面，肯定了认知发展是道德

发展的必要条件，指出儿童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的发展以

及儿童对道德规则的学习和理解都受认知水平的制约；认为

道德情感的激发有赖于道德认识，价值判断有赖于事实判断

。 2关于儿童的道德发展的规律问题、道德发展过程中量和

质的问题，皮亚杰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论，指出儿童

的道德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在这个连续的整体过程

中，由于心理结构的变化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3关于

教育在儿童道德发展中的作用。认知发展是道德发展的一个

必要条件，但却可以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促进。 皮亚杰的道

德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1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同伴的

相互关系的不断发展，儿童道德判断的基础便从考虑后果转

化为考虑意图，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同伴间

的协作，而不是成人的教育或榜样，从而否定了榜样的作用

，这是不对的。 2皮亚杰虽然揭示了道德认识在儿童道德发

展中的作用，也注意到了情感和意志的发展在儿童道德发展

中的作用，也注意到了情感和意志的发展在儿童发展中的作

用，却忽视了“行”的因素，也是错误的。 3皮亚杰所讲的

“成人强制”是指一切来自儿童外部的东西，没有区分成人

向儿童灌输一定的道德规则同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儿童采取一

定言行之间的差别，因而绝对否定成人约束对儿童道德发展

可能具有积极作用，这是错误的。 4、评述柯尔伯格的道德



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柯尔伯格在他的道德发展研究中，系统

地扩展了前人的研究，提出了体系完整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它认为，人的品德的形成是一个按照一定序列从低级向高

级水平不断发展的过程。他主张儿童的发展是同人的智慧发

展一样，是在儿童自身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使自己的道德经

验不断结构化的过程。在这一定时期，儿童的道德发展就逐

步到达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水平。 1公正取向的伦理道德和

关怀取向的伦理道德观。 2关于“是-应当”驳论。 态度与品

德学习的一般过程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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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