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重要提示：答案必须做在答题纸上，做在试题上不给分） 

 

考试科目：         《伦理学》         

 

 

一、辨析题（正确的在题后括号内划"√"，错误的划"×"。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现代化”固然是当代人聚焦的热门话题，但“现代化”如果缺乏伦理层面的正确诠释和道德价

值的时代内涵，那么，这样的“现代化”未必就是人类的福祉。 

2、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伦理”与“道德”常常联系起来使用，有时甚至相互替换。 

3、伦理学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在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等诸多方面有着不同之点，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关系不大。 

4、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使伦理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结合的深刻程度达到了一种新的历史水平。 

5、人的道德水平特别是个别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和愿望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 

二、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20 分） 

1、慎独  

2、社会舆论 

3、道德原则 

4、大公无私 

三、简答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1、什么是道义论？ 

2、孟子提出的“五伦”是指什么？ 

3、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规则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4、请解释“天人合一”。 

5、什么是道德修养？ 

四、论述题（每题 20 分，共 40 分） 

1、试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2、伦理学是怎样完成教育人和培养人的任务的？ 

五、案例分析（每题 25 分，共 50 分）   

1、阅读下面材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老人为 7元钱 39年寻友 

      中新网南昌 11月 12日电 (苏路程)“再见到你，并还上欠你的钱，是我 39年的夙愿。”12日，

江西一六旬老人李书真(音)紧紧握着阔别数十年未见的好友胡菊英，用略微沙哑的声音说道。 

  现年 62岁的李书真是江西南昌人，19岁时被分配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并与胡菊英成为无话

不谈的好朋友。1974 年，李书真去赣州师范学校报名时，向胡菊英借了 7 元钱。学校毕业后，李书真

便与胡菊英失去联系。 

  “我一直惦记着何时能还她钱，也很想了解她现在的境况。”想起当年，李书真感慨万分。她告诉

中新社记者，当年两人每月工资只有 20元，对他们来说，7元钱不是小数目。 



  回到南昌工作后，李书真四处打听胡菊英的消息，但均搜寻未果。11 日，在江西本地媒体《南昌

晚报》的帮助下，两位老人在时隔 39年后首次通话，并约定 12日一起吃饭，到彼此家串门做客。  

  六旬老人李书真为还 7 元钱 39 年寻找好友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很多网友为李老的

诚信而感动。记者了解发现，近年来，老人为还钱寻恩人的事迹经常见诸报端。 

  据媒体此前报道，江西上饶 72岁的宗关明，1961年向好兄弟王健民借了 25元钱治病。时隔 52年

后的 2013年 10月 2日，他赴江苏如皋向恩人王健民还钱，并再续兄弟情缘。 

  另有媒体报道，湖南湘潭 72岁老妇周平芬，1963年夏季，在途经江西宜春上高县时遇到困难，一

位好心大叔借给她 4元钱，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偿还。时隔 50年，2013年 8月 8日，周平芬再次前

往宜春“还债”，希望能找到曾经的恩人。 

 

2、阅读下面材料，分析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从德与法两方面谈谈杜绝此类事件的措施。 

 

父母因病交不起学费 儿子将其告上法庭 

连云港市连云区连云街道的小柱(化名)是南京某学院学生，暑假过后就要上大二了，今年暑假，小

柱在和父母谈起学费时，他父亲郑重地对他说：“小柱，你看我病成这个样子，家里生活仅靠你妈打工

维持，我每月要花几百元的治疗费，你在学校每个月要 1000 元生活费，我们坚持了一年，家里值钱东

西都已经卖了，亲朋好友能借的都已经借遍了，现在实在无力供养你上大学了。要不你先找个勤工俭学

的事做，自己赚钱交学费。” 

  父亲的话并没有让小柱理解，反而让他感觉气愤，小柱对比自己身边的同学，恨自已生在这样的家

庭，他越想越觉得委屈，凭什么别的同学父母给儿女交钱读书，自己的父母要求自己打工挣学费?法律

上不是说要保障受教育权吗?于是，在父母无法给他继续交学费的情况下，小柱一气之下把自己的父母

诉至连云区人民法院。在法庭上，他请求法庭判令父母继续支付自己今后三年的学习费用和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