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2023年秋季学期
思想道德与法治期末试题（回忆版）

试题回忆：HITSZ 23 级对答案群群友

ATP 给我能量, Au.Cu, 淡漠云霄, 傅行云, 荒月, 洛
尘, Ma‑nx, 七玛, 清澈小何, RegGniy, winter, 我菜你让
让我, 我是来偷菜的, Zjl37

本卷为闭卷考试，总分 100 分，考试时间 120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8题，每题 1分，共 8分。请将答案写在下框内。）

1 2 3 4 5 6 7 8

1. 《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一门融思想性、政治性、科学性、理论性、综合性、（）
于一体的必修课程。

A. 实践性
B. 革命性
C. 趣味性
D. 技术性

2. （）是通过生活实践形成的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愿。

A. 人生目的
B. 人生态度
C. 人生价值
D. 人生意义

3. 经过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A. 爱好和平
B. 团结统一
C. 爱国主义
D. 改革创新

4. “饥饿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这体现出理想
的（）

A. 科学性
B. 时代性
C. 实践性
D. 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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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道德的是（）

A. 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B. 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C. 推崇仁爱，以和为贵
D. 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人际关系

6. 社会主义公平既有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的公平，更是兼顾（）的公平。

A. 形式
B. 目的
C. 结果
D. 地位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
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

A.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B. 高尚的道德体系
C. 全面的社会规章制度
D. 现代的社会文明

8. 我国现行使用的宪法是（）年制定的。

A. 1975
B. 1978
C. 1982
D. 1988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6题，每题 2分，共 12 分。请将答案写在下框内。）

1 2 3 4 5 6

1. 人生观主要是关于（）等问题的根本看法。

A. 人生目的
B. 人生态度
C. 人生价值
D. 人生选择

2. 下列关于共产主义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共产主义是现实运动和长远目标相统一的过程
B. 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
C.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和接续努力
D. 共产主义是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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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是（）。

A.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B.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
C.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D.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下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
B.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一致性
C.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D.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炼和精准概括

5. 以下不是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人身权利的是（）。

A. 生命健康权
B. 文化教育权
C. 人身自由权
D. 社会保障权

6. 以下关于道德起源的相关条件的论断，正确的是（）。

A. 劳动是道德起源的首要前提
B. 社会关系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
C. 动物本能是道德产生的必要条件
D. 人的自我意识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

三、简答题（本题共 3题，每题 7分，共 21 分）

1. 为什么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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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3. 如何正确评价人生价值？

四、辨析题（本题共 3题，每题 7分，共 21 分）

1. 法治思维的本质是主张人高于法或权大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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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人生追求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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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题（18分）

材料一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在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

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

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

重要的帮助的。”

——习近平 2022 年 5 月 27 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二 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倡

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

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

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

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

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2023年 3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材料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

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

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

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

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

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摘自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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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材料和生活实际，谈谈大学生应该如何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请认真作答，不少于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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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20分）
青年属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作、生活方面往往会遇到不少困难和

挫折。请你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中的苦和乐。

（请认真作答，不少于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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