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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上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编著者石云霞
。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上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内容提要：从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其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思想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
他们对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刻论述，虽然因时代的不同而在立足点、侧重点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等方面
有所不同，因而有着各自显著的特点，但是他们对理论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
、目的和意义、地位和作用、主体和客体、原则和方法、根本途径和创新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又是根本
一致的，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完备
、严整而又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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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云霞，男，1942年10月生，河南太康县人，中共党员，1964年8月参加工作，1970年北京师范大
学政治教育系本科毕业，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2003年）国家级教学名师，“思想政治
理论课程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
事，湖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会学术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先后被评为全国高校百
名“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优秀教师（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
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2000年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党组授予）、湖北省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优秀工作者（2009年）、武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教学名师、师德标兵。
　　出版主要学术著作（含教材）31部。
其中，独著6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一般和重点项目）15项，
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其中专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教育历史研究》（上、
下），2009年获第五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2年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先后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4项，其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2009年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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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脉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时代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方法
 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提高党的理论
 教育科学化水平
第一篇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
第一章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发轫之基
 一 实践之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
 二 思想之源：深厚的理论基础
 三 价值之维：主观世界域的确立
 四 友人之助：恩格斯的伟大贡献
第二章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历史分期的方法论原则
 二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第三章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 理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思想
 二 理论教育的目的与作用思想
 三 理论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思想
第四章 马克思理论教育思想的鲜明特征
 一 理论创立与理论教育同步
 二 理论教育与指导实践紧密结合
 三 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
 四 以批判为主的理论教育形式
第二篇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
第一章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孕育时期
 二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时期
 三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时期
 四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时期
第二章 恩格斯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 理论教育思想的科学性
 二 理论教育思想的革命性
 三 理论教育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
第三章 恩格斯的理论教育地位与作用思想
 一 理论教育的地位
 二 理论教育的作用
第四章 恩格斯的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思想
 一 理论教育的主体
 二 理论教育的客体
 三 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
第五章 恩格斯的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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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理论教育的根本原则
 二 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
第六章 恩格斯的理论教育载体思想
 一 理论教育载体之一——报刊
 二 理论教育载体之二——政党组织
 三 理论教育载体之三——书信
 四 对各种理论教育载体适应范围的论述
 ⋯⋯
第三篇 列宁理论教育思想
第四篇 毛泽东理论教育思想
第五篇 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
第六篇 江泽明理论教育思想
第七篇 胡景涛理论教育思想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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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一生践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正确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
史条件为转移”　　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所作的认识，它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
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
理论既反映着客观实际又改变客观实际，后者对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恩格斯看来，对现实生活没有作为的理论，是无用的，空洞的。
这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
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理论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指导作用，要求人们自觉地去运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行动。
　　第一，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和完善。
正确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不是任意的，不能把理论作为一个“标签”到处套用，而要从不同的
历史条件、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出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
如果条件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些理论、原理基本上还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实际运用来说就会变得过时
。
他们指出，在将一种理论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由于不能将法国的生活条件同时搬过去，这样，“
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完善是他们践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具体体现。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
在以后几十年中，马克思恩格斯为它的不同版本写了多篇序言。
他们认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但是，他们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在序言中对《宣言》中一些地方加以说明、订正或
补充，使之更加完善。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
《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但同时进一步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
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
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
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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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史研究(上下)/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编著者石云霞
。
    新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重要成果。
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我
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
要求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武汉大学一直居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列。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此付出了
极大的辛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现在编纂出版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就是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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