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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 年第 27 期(总第 183 期)（9月 16 日-9 月 22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近日，在上海市教委发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 2024 年度上海高校

市级重点课程立项名单的通知》（沪教委高〔2024〕38 号），社会工作系陈佳

副教授负责的“社会工作概论”本科课程获得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立项。

9月 18 日（周三），杨锃教授作

为观察员参加宝山区举办的“四城有

我更精彩”——“境聚力”高境专场

活动，活动中他提到：高境人从被动

接受到主动参与，推动城市化的高境

迈向城市更新的高境，从生活美学走

向组织美学。

9月 20 日（周五），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邀请 Kaoru Kakinuma 副教授进行以

《Climate Change and an Aging Society: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Heatstroke Deaths in Japan 1972-2022》（气候变化与老龄化社会：1972-2022

年日本中暑死亡的时

空分析）为主题的讲

座。Kaoru 在报告中指

出，在全球气候变暖和

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

日本社会因中暑死亡

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人

口死亡率和环境的相

互联系，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讨论环节，与会者讨论该研究的

未来前景，并建议在研究设计中考虑多层次数据和城市化发展水平，可能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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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学术成果有一定的帮助。（张田田）

9月 20 日（周五）下午，“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 15 讲开讲，邀请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林叶助理教授，作题为“‘哄唬’与‘礼节’：变革中的中人、合

作与生活形式”的专题讲座。讲座聚焦在中国最近的城市建设运动中的一类“中

人”，即由地方政府推至征迁“前线”的最底层的代表，理解他们在谈判中的行

事。学院五十余位师生参会。（莫晓燕）

9月 20 日（周五），贾文娟副教授参加由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

部、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创业学院、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会联合主办

的“定位与定向：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新劳动’”圆桌会议，并在会议第三

阶段以《高科技产业发展背景下的劳动者境遇》为题，关注了高科技产业发展下

劳动者的境遇，并提出了加强劳动法规监管、调整社会心态和优化教育体系等应

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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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耿敬教授

最新成果《百年回响：上海大学

（1922-1927）校友寻访录》于 2024 年

8 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为主体、全校其他

院系学生共同参与寻访的成果，数百名

学生历经十余年，利用假期在全国各地

展开了广泛的寻访工作，最终精选其中

的 52 篇寻访报告结集成册，并由李宏

塔、邓伟志为本书作序。本书所推动的

寻访工作，目的有三：一是促使学生认

识了解社会。当代大学生在入学前的经

历多是围绕升学而羁绊于课堂书本中，

少有抬眼看社会的时候，正可以利用这

一寻访活动认识和了解社会；二是促使学生了解 100 年前的同龄人。百年来中华

民族的复兴过程是如何艰难走过来的，可以通过这些寻访对象的个人经历有所反

映，看到他们是如何将个人的奋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有助

于学生们价值观的塑造；三是促使学生在寻访实践中提升个人能力。寻访工作涉

及到信息检索、资料查阅、拜访相关部门或个人、对信息的解读或判断、困境时

如何确定下一步寻访方向等环节，当然也涉及到沟通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组织

协调能力等。从书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初衷都有所体现。本书也体现了上海大学

对老上海大学精神上的一种传承。（莫晓燕）

▲ 社会学系李松涛博士《江海学刊》2024 年第 5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祭

礼与性情: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具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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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祭礼是透视中国文明深层特质与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切

入点。功能学派与年鉴学派侧重以“自然需求论”“社会中心论”等理论视角探

讨祭祀的起源与社会团结之道，当这两个学派进入对中国祭礼的考察时，发现祭

礼中包含的人性、伦理内涵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极不相同，并由此推动中国走上了

独特的文明之路。祭礼在商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人文化、道德化的演变，最终认识

到人性中以爱和敬为主要内容的仁义特质。内在性情与祭祀之礼相配合构建起中

国社会中从家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并形成了中国文明中强调仁爱忠恕、

和谐共处的思想特质。（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刘子潇博士在《FRONTIERS IN PSYCHIATRY》2024 年第 15 卷

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How is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areas? The serial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nd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父母心理控制与经济贫困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如何联系？心理反应和问题智

能手机使用的序列中介作用）》。青少年心理健康一直是全球关注的问题，而经

济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本研究运用家庭系统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和心理反应理论，对经济贫困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进行

了深入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中国湖南省经济贫困地区进行，旨在探讨父母

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反应和问题智能手机使用在这

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1300 名中国中学生（620 名女生，平均年龄（14.22 ±

1.29））完成了关于父母心理控制、心理反应、问题智能手机使用和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自我报告测量。结果显示，父母的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呈负相关。

心理反应和问题智能手机的使用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分别和

连续地起着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果丰富了有关经济贫困地区父母教养方式与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文献，为减少不良父母教养方式对经济贫困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

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干预视角。（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