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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育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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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育香，男，1949年12月出生，汉族，湖北监利人，中共党员。皖西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中国哲学史》、《哲学修养》等课程。

一、科研立项

1、1989年4月接受国家教育部聘任，担任全国师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主编。

2、1992年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下达科研课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

3、1998年主持湖北省教育厅下达科研课题《洪湖革命根据地史》。

4、2001年主持荆州市重点课题《做文明的荆州人》。

5、2002年参加荆州市重点课题《荆州百年》。

二、主要著作

1、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师专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2、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全国师专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

3、主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4、独撰专著《洪湖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5、独撰专著《中国哲学—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6、参编湖北省教育厅组编教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7、主编《做文明的荆州人》，荆州市文明办2001年内部版，发行10万册。

8、独撰专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40万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

9、参编《荆州百年》，写第五章《洪湖革命根据地》，红旗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三、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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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的衰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立》，2006年12月“全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

发展”理论研讨会论文。《理论建设》2007年第1期。

2、《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形态》，2006年9月中国科协年会论文，中国科学出版社2006年9

月光盘版。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建设》，《理论建设》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论丛》

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

4、《台湾问题与反分裂国家法》，《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皖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6、《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当代中国思想宝库》，2005年工人出版社出版，《国际学

术交流》2005年12期。

7、《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代中国思想宝库》，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8、《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形态》，2004年8月首届中国哲学大会论文，《哲学与中国》收目，2005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9、《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0、《世界最古老的关于水文化的杰作》，《江汉论坛》2001年6月。

11、《凤凰文化的当代价值》，《理论月刊》2001年10月出版。

12、《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视野》，《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3、《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反思》，武汉大学《珞珈哲学论坛》2000年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4、《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视野》，《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5、《二十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大政治哲学》，《城市经济探索》1997年第3期。

16、《晚年毛泽东对认识论的增益与发展》，《中国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7、《邓小平对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发展》，全国高校理论讨论会论文，1995年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

18、《晚年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发展与贡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19、《晚年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增益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原理》1991年第8期全文刊载，《新华文

摘》1991年全文转载。

20、《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1990年第8期全文转载。

21、《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原理》1987年第5期全文转载。

2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1985年第8期全文转

载。

23、《近代批判形上学宇宙观的第一本书》，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1984年第3期全文转载。

24、《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25、《关于深化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思考》，《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2期。

26、《论孟子的认识主体思想》，《新华文摘》1988年第9期摘目，《哲学动态》1988年第9期摘目。

27、《国内访问学者是一种进修提高的好形式》，《中南师资信息》1988年第3期。

28、《实行校系两级管理，增加系级办学活力》，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四、获奖

1、1994年12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三等奖。

2、1997年9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课程建设与实践》，获湖北省政府教学成果三等奖。

3、1996年教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论》，国家教育部定为优秀教材入选书目。

4、2001年7月专著《洪湖革命根据地史》，获荆州市人民政府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5、2001年5月论文《世界最古老的关于水文化的杰作》，获湖北省社科联、湖北省社科院、荆州市人民政府、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论文奖。

6、2001年10月论文《凤凰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获湖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荆州市人民政府、华中师范大

学、荆州师范学院优秀论文奖。

7、《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作用》，获安徽省教育工会三等奖，中国管理科学院一等奖，中国学术

出版社、国际学术交流杂志社一等奖。

8、《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获中国管理科学院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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