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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测试

1、单选题：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勉励大学生：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
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说明知行合一倡导【 】。
选项：
A、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B、知胜于行
C、行胜于知
D、知先于行，行辅于知
参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2、单选题：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并不是要我们照搬【 】的思想，而是强调理论
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号召我们以“知行合一”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践行
“三严三实”，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选项：
A、孔子
B、王阳明
C、朱熹
D、孟子
参考：【王阳明】

3、单选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
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明朝大儒王阳明的思想无疑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他是【 】的集大
成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选项：
A、理学
B、心学
C、佛学
D、道学
参考：【心学】

4、填空题：心学作为儒学的一个流派，陆象山、王阳明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的心学是传
统文化中的【 】，我们应该保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参考：【精华】

生平章 单元测验

1、单选题：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提出【 】，强调把思想转化为行动。
选项：
A、打铁方能成铁匠
B、知行合一
C、道法自然



D、过犹不及
参考：【知行合一】

2、单选题：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指出，二十国集团应“知行合一，采取务实行动”。 “知行合
一”思想由明代王阳明发扬光大，发展成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古人所谓“知”指道德观念、思想意念和事
物之理，“行”指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如同现在【 】的关系。
选项：
A、认识和实践
B、理想和追求
C、思想和行动
D、无私与奉献
参考：【认识和实践】

3、单选题：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行辩证关系，进行了
深刻的阐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 】，做到知行合一。
选项：
A、以知为主，以行为辅
B、先行后知，以行助知
C、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D、先知后行，以知助行
参考：【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4、单选题：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
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
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这体现了他对【 】规律
的认知。
选项：
A、教育
B、生活
C、历史
D、现象
参考：【教育】

5、单选题：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者行之
始，行者知之成。’实践证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是上海合作组织
成功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 其中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话，
出自【 】。
选项：
A、《论语》
B、《周易》
C、《传习录》
D、《大学》
参考：【《传习录》】

修心章 单元测验



1、单选题：虽久不废、流芳百世的“三不朽”之说，是春秋时（ ）提出的。
选项：
A、孙武
B、范蠡
C、管仲
D、叔孙豹
参考：【叔孙豹】

2、单选题：阳明曾受道家思想影响，以下属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家是（ ）。
选项：
A、孟子
B、张道陵
C、庄子
D、张三丰
参考：【庄子】

3、单选题：“天人合一”是极高的境界追求，它是指（ ）。
选项：
A、人与自然的统一
B、人和天道的对抗
C、人对自然的控制
D、人对自然的敬畏
参考：【人与自然的统一】

4、单选题：科举制始于哪个朝代？（ ）。
选项：
A、汉朝
B、北周
C、隋朝
D、唐朝
参考：【隋朝】

5、单选题：王阳明克服落榜沮丧情绪的心法秘诀是（ ）。
选项：
A、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B、惟天下之至诚，然后立天下之大本。
C、此心不动，以（落榜）动心为耻。
D、心外无理，心即理也。
参考：【此心不动，以（落榜）动心为耻。】

6、单选题：表示广纳人才、求贤若渴的诗句是（ ）。
选项：
A、鸷鸟潜藏，熊罴窟栖。
B、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C、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D、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参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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