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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0_8F_c38_647252.htm 第十章 态度与品德的形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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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态度的理解：态度是一种内部准备状

态，而不是实际反应本身；态度不同于能力，虽然都是内部

倾向；态度是通过学习而形成的，不是天生的。态度的结构

：态度的认知成分；态度的情感成分；态度的行为成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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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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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地表

现出一贯的规范行为才标志着品德的形成；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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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识与行为的统一。 3．品德的心理结

构及其相互关系？品德形成具有后天性，品德结构具有相对

稳定性。品德的心理结构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

志和道德行为四个成分。(1)道德认识。道德认识是对道德规

范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道德认识的结果是获得有关的道德

观念、形成道德信念。道德认识是个体品德的核心部分。(2)

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根据道德观念来评价他人或自己行为

时产生的内心体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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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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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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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德意志。道德意志是在自觉执行道德义务

的过程中，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

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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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途径和方法：(1)丰富学生有关的道德

观念，并使这种道德观念与各种情绪体验结合起来。(2)利用

具体生动的形象引起学生道德情感的共鸣。(3)在具体情感的

基础上阐明道德概念、道德理论，使学生的道德体验不断概

括、不断深化。(4)在道德情感的培养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

生善于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要注意在培养品德时出现的情

绪障碍，并设法加以消除。(5)重视教师情感的感化作用。 4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自我中心阶段（2~5）；权威阶

段（6~8）；可逆性阶段（8~10）；公正阶段（10~12）。从

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和社会关系具有

重大影响。 5．柯尔伯格采用道德两难故事法提出了三水平

六个阶段理论。(1)前习俗水平。大约出现在幼儿园及小学低

中年级阶段。该时期的特征是，儿童们遵守规范，，但尚未

形成自己的主见，着眼于人物行为的具体结果与关心自身的

利害。这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①惩罚和服从的定向阶段。

这一阶段还缺乏是非善恶观念，只是因为恐惧惩罚而要避免

它，因而服从规范。认为免受处罚的行为都是好的，遭到批



评指责的事都是坏的。②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定向阶段。这一

阶段行为的好坏按行为的后果带来的赏罚来定，得赏者为是

，受罚者为非，没有主观的是非标准。或是对自己有利就好

，对自己不利就是不好。(2)习俗水平。这是在小学中年级以

上出现的，一直到青年、成年，这时期的特征是个人由于认

识到团体的行为规范，进而接受并付之实践，这时期又可分

为两个阶段：①人际协调的定向阶段。这一阶段个体按照人

们所称“好孩子’’的要求去做，以得到别人的赞许。②维

护权威或秩序的定向阶段。服从团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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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