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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互动

A. 尊重他人人格   B. 尊重他人劳动

C. 对他人有礼貌

请思考下列问题，检测自己是否懂得尊重他人。

1. 古人说：“敬人者，人恒敬之。”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他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应该（  ）。

  D. 事事迁就自己

①自尊的同时还要尊重他人

②不尊重他人的人，不可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③要受人尊重，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学会尊重他人

2.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有权受人尊

重。”可见（  ）。

④自尊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与欣赏

A. ①②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③④

①在大街上，你骑自行车撞了人，当你看到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便迅速离开

②在教室里，你的同桌冲你皱眉头，因为你经常不刷牙，嘴里有异味

③在烧烤店里，当你赤膊，津津有味地吃着羊肉串的时候，旁边的顾客赶紧躲避

3. 自尊的人懂得尊重他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赢得他人尊重，首先要尊重他

人。下列四个选项中的做法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是（  ）。

④走在拥挤的人群中，你没用纸巾捂住嘴就打喷嚏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③④

4. 属于尊重他人表现的有（  ）。

A. 给别人起外号

B. 别人问题时，不愿意帮助人，只是说：“自己想去”

C. 谅解别人的错误

D. 不和成绩差的同学交往

5. 我们的自尊经常受到他人的呵护与关爱，我们有责任（  ）。

A. 赞美他人

B. 创造成功

C. 关注他人的自尊，维护他人的尊严

D. 发现他人的优点，掩盖他人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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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①②

6. 下列能体现出对他人尊重的是（  ）。

①在校园里主动向老师问好

②在家里遇见父母的朋友能主动打招呼

③在学习、生活中虚心听取他人的批评、建议

④不愿与学习差的同学交往

  B. ②③  C. ①②③  D. ①②③④

①只有尊重他人，才能贏得他人的尊重

②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自己的需要，至于别人的需要则无关紧要

③不尊重他人的人不可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

强加给别人。因为（  ）。

④超越自负，告别自卑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①②④

A. 身穿最美的服装时应该感到惭愧知耻

B. 尊重自己是人生的一道底线，是人生的亮点，自尊无价

C. 尊重他人是人生的一门学问，是人生的风景，尊人有价

8. 下列行为能赢得他人尊重的是（  ）。

A. 给别人起绰号来取乐

B. 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

C. 开会时，不关闭手机并给人打电话

D. 经常迟到和旷课

9.“世界上最珍贵的衣服，不是珍珠衫，不是羽衣霓裳，惭愧知耻是最美的

服装。”这句话说明了（  ）。

D. 珍珠衫和羽衣霓裳都不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衣服

A. 衣装不整是道德素质低下的表现

B. 人们进行社会交往要做到举止端庄

C. 穿着是个人的自由，与他人无关

10.炎热的夏天，一些城市里随处可见男人赤膊露肚，穿件短裤，趿拉着鞋，

人称“膀爷”。对“膀爷”现象认识正确的是（  ）。

D. 对人不礼貌就会对人造成明显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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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礼貌待人是人们崇尚的美德

②礼貌和礼仪是个人素养最直接的外在表现

③礼貌和礼仪对一个人的成功没有任何影响

11.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强调“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西

方也有“礼节是通行四方的推荐书”的谚语。这表明（  ）。

④言谈举止彬彬有礼是我们赢得别人尊重的前提，也是成功交往的条件之一

A. ①②④  B. ①②③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①讲礼貌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

②没有礼貌，就失去了与人交往的亲和力

③文明礼貌是个人私事，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12. 传说一年轻人向一老者问路：“喂，老头儿，去北山还有几里？”老者

说：“还有三百八十丈。”年轻人非常纳闷：“路途怎么论丈？”老者回答：“因为人

就不论里（礼）。”这一传说告诉我们（  ）。

④在交往中，每个人都有以礼相待的需要，礼貌也是自尊的表现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13. 春秋时期，齐王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以晏子矮小为由，让晏子从城

门旁一个五尺高的小门进去。晏子对接待的人说：“这是狗洞，不是城门。只有

访问狗国，才从狗洞进去，你们先去问个明白，楚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楚王得知晏子的话，只好吩咐大开城门，把晏子迎进城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①为了维护自尊，可以舍弃许多东西，但决不可丧失人格，做有损人格的事

②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

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  ）。

④要以自己的行动，维护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①③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