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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31 日（周一-五），1位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参加硕士开题，冯猛、袁

浩、陈伟老师参加评审。5 位社会学博士研究生，13 位社会学硕士研究生，17

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李骏、黄晨熹、曾守锤、安秋玲、冯

猛等老师参加答辩。（李奕澜）

5月 29 日（周三）上午，校统战部召开上海大学统战研究基地 2024 年第二

次工作推进会议，校党委副书记段勇，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为民，统战部副

部长谭婷，以及基地下设各研究中心负责老师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上海

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海东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代表中心对今年

以来开展的工作及之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中心研究员庞保庆副教授，中心

实验员任威达参加本次会议。（任威达）

5月 30 日（周四）下午，社会学院 2023 年“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十三

讲开讲，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为我院师生作题为“从

四民社会论看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专题讲座。在进入现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上，

延续极久的“四民社会”论是对中国社会、文化、人的规范性、教化性理解。种

种迹象表明，超过千年的四民社会论所带给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塑造，在今天很

多中国人身上还存在着，而这就提醒我们，现代中国革命实际上在面对四民社会

论所带给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中国构想自己的思想、文化、实

践意识，仍有参考价值。讲座由我院肖瑛教授主持，学院师生四十余人参会，会

场学术研讨气氛浓厚。（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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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周五）下午，社会学院 2023 年“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十四

讲开讲，邀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陈晋，为我院师生作题为“‘庄

卡降临’：对纳人达巴仪式的不同解读”的专题讲座。纳人(摩梭人)传统葬礼的

核心环节之一，是在将死者的遗体送出之后，由巫师达巴邀请神灵“庄卡”降临

仪式现场，一是为了判定其死因，二是为了惩罚凶手。主讲人基于本人搜集的田

野材料采取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来解释这一步骤，分别是社会学的

(socio1ogical)、语文学的(philological)和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最

后，关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工作的反思，迫使研究者追问人类学知识的特殊

性及其价值。（莫晓燕）

5 月 31 日（周五），计迎春教授、博士研究生高有融、张思涵参加中国妇

女研究会系列学术活动之“性别视角下‘一老一小’政策与实践”研讨会，计迎

春教授担任第四单元的评议人并作会议总结发言，高有融在第一单元作“生命历

程视角下城市丧偶老年人孤独感生成机制研究：兼论性别差异”的报告，张思涵

在第三单元作“单位制变迁进程中社区家庭育儿模式的解构与重构——基于 Y

市后单位制 G社区的考察”的报告。

5月 31 日（周五），教工第三党支部赴上音歌剧院观看红色音乐剧《忠诚》，

剧目以“中央文库”历史为蓝本，通过生动的舞台形象，讲述守护“一号机密”

档案的英雄人物们鲜为人知的红色传奇。《忠诚》再现了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弥足

珍贵的红色记忆，让党员能从心底里尊敬这些英雄、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传承

红色基因。（张羽）

6月 1 日（周六），李友梅教授、张海东教授参加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主办的“中国式现代

化与社会学研究学

术创新”学术研讨

会，李友梅教授担任

大会主题发言环节

主持人，张海东教授

在分会场作《新职业

群体的职业特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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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因与现实困境——基于生产体制变迁的视角》的发言。

6月 1 日（周六），张江华教授、肖瑛教授、李荣山教授应邀参加江西财经

大学人文学院、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江西财经大学经济

社会学创新团队联合举办的“理解社会生活变迁：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对话”

圆桌论坛，并分别作“从‘野人山’到‘犀鸟谷’：云南盈江石梯村的观鸟经济”、

“我心安处即是吾家：农村养老机构中老人的生存焦虑与本体安全”、“从中国

看世界的理论尝试：以康有为的海外游记为例”的主题报告。

6 月 1-3 日（周六-一），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高树玲博士、赵宇阳博士、

刘子潇博士参加在四川成都举行的 2024 年亚太社会工作教育者协会（Asian &

Pacific Islander Social Work Educators Association，简称 APISWEA）学术年会，并作

口头演讲。

报告题目如下：

陈佳：代际共育中祖辈心理控制对父辈抑郁症状的影响研究（Co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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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from Grandparent Psychological Control to Parents ’ Depressive

Symptoms）

高树玲：儿童虐待作为冷酷无情特质的一个风险因素：一项三水平元分析研

究（Child Maltreatment as a Risk Factor for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

赵宇阳：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关系学科’：理解学院社交关系对学生职业和

工作认同感的影响（Social Work as a“relational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college social relations on students ’ sense of professional and

occupational identity）

刘子潇：防卫攻击性：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深层心理机制分析与应对（Defensive

aggression: Analysis and response of the deep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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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系范明林教授等著的《社

会工作专业关系建立与维系：理论、实务

与案例分析》，于 2024 年 6 月由格致出

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工作专

业关系是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专业服务的达成和服务的延续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主要阐述了社会

工作专业关系的概念、发展、特征和类型，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以及社

会工作多重关系的产生、危害和处置，涵

盖儿童服务、老年服务、家庭服务、健康

服务、督导服务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工作专

业关系，结合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建立及案例分析，同时探

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和行政体系与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本土化。

�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社会发展研究》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以“志在富民”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现实》。费孝通先生近百年的学术

人生里保存着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线索，他在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

中提出了中国这个巨型航船如何“从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开往现代化的重要

命题，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观照下不断破题。他以“行行重行行”看“中国农

民的创造”，以“志在富民”的理想走向人民“共同富裕”的现实，以“从实求

知”的方法做“迈向人民”的社会学。重温费先生“小城镇 大问题”的社会学

研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来处”与“去处”，也启示我们应

如何重塑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即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聚焦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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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问题”、把握真规律、“研”以致用解决真问题，从而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

实践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智慧。

� 我院张帆博士后在《社会发展研究》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工作稳定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本研究考察了个体的工作

稳定性与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首先，工作稳定性

对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工作稳定性越高，个体的阶

层地位认同更可能向上偏移；最后，虽然工作稳定性较高的个体更加倾向高估自

身的阶层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身阶层地位没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分析

结果显示，随着工作稳定性的上升，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

偏差距离会逐渐缩小。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作为重要工作特征的工作稳定性也是

个体阶层地位认同及其偏差的重要来源。

� 上海大学参与起草编写的《残疾人社会康复服务指南》于近日正式出版发

行，杨锃教授是文件主要起草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