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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周一）下午，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茅倬彦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中国人口转变与策略应对

（China’s Demographic Shift & Strategic Responses）”，讲座由陈蓉副教

授主持。本次学术报告旨在探讨近 20 年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聚焦中国女性

发展特征和家庭生育模式转变，分析当前中国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面临的挑

战、策略应对及路径选择。研究指出，中国应在短期政策优化与长期社会规范转

变之间找到平衡，通过系统化、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为改善生育环境提供有力支

持。与会师生还在问题交流环节讨论了政策实施的关键机制，即中央与地方协作、

学术与政策结合，学术研讨气氛浓厚。（莫晓燕）

11月 18 日（周一）下午，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列讲座开讲，社会工作系邀

请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黄旦闻高级社工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

“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历程与发展”。主讲人首先介绍了上海市阳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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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事务中心的机构架构，该机构是在区

和街道全覆盖，从 2004-2024 年服务人群的

年龄段、服务场域也有一定拓展。随后介绍

了中心工作开展的现状，一是犯罪预防、二

是涉刑、三是涉民，最后介绍了从实践试点

到整理总结到推动发文到全市推动到各区突

破到完善优化。讲座由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杨

锃教授主持，学院六十余位师生参加讲座与

讨论交流。（莫晓燕）

11月 19 日（周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第四届社会工作案例大赛暨 2023-2024 实习

总结会在 J楼 101 室顺利举行。院党委书记杨锃教授、张乃琴副书记，社会工作

系主任程明明副教授、副主任阳方副教授、范明林教授、专业实习督导陈彩霞和

程金等老师和学生共 100 余人参会。19 家优秀实习基地的领导和老师们也受邀

参加了会议。共同见证学生的专业成长和实践成果。会议由社工系副主任阳方老

师主持。（陈彩霞）

11月 19 日（周二）下午，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列讲座开讲，社会工作系邀

请美国雪城大学福尔克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工作助理教授裴斐，为我院师生作

题为“社区因素对儿童发展和家庭幸福的影响”，讲座由程明明教授主持。社区

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科学概念，在过去的社会科学研究里社区的定义和测量一直是

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准确的定义和测量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社区概念是研究其对

儿童发展和家庭环境影响的第一步。主讲人以自己的研究为例，首先介绍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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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意义和目的。该研究从权威数据库

中获取资料，选用定量方法分析探讨社区

因素对儿童发展和家庭幸福的纵向效应。

（莫晓燕）

11 月 21-22 日（周四-五）,根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有关学位授权点

合格评估的要求和上海大学相关工作安

排，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位授权点自我评

估专家评审会在社会学院 308 会议室顺

利召开。本次接受评估的包括社会学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学位授权点。（李奕澜）

11月 21 日（周四）下午，中国研究学术前沿系列讲座（2024-2025）第一讲

开讲，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姚泽麟副教授，为我院师生作题为

“医疗服务市场的道德基础建构：民国时期西医群体的诊金论述与职业伦理调

适”。本讲座以主讲人发表在《社会学研

究》2024 年第 2期的学术论文为基础，详

细介绍该研究的问题意识缘起、主要的论

证内容，以及从初稿到发表的修订过程。

其主旨，一方面说明此文在职业社会学和

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也通过

展示修订过程说明社会学学术论文的写作

与发表注意事项。讲座由吴真副研究员主

持，学院近三十位师生参加讲座与讨论交

流。（莫晓燕）

11 月 22 日（周五），“城市治理数

字化转型：前沿理论与实践”学术年会暨

2024 年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大学举办。本

次会议是上海市社联第十八届（2024）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由上海市社区发展

http://sh.people.com.cn/n2/2024/1126/c134768-41054848.html
http://sh.people.com.cn/n2/2024/1126/c134768-41054848.html
http://sh.people.com.cn/n2/2024/1126/c134768-41054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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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办。来自上海市

委组织部、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上海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华东政

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大数据中心、街镇理事单位、会员代表等领导、

专家 80 余人参加会议。（虞锦美）

11月 22 日（周五），社会工作系组织召开“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与社会工作

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都市社会工作研究》集刊研讨会”。会议以社会工作实践研

究为主题，聚焦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高校

的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工作专业人士参与。

11月 23 日（周六），黄晓春教授、金桥副教授参加由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

会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人民城市与新时代中国

城市社会研究暨第四届“思海论坛”，黄晓春教授担任“人民城市与地方实践”

单元的主持人，金桥副教授在“人民城市与社区治理”单元发言，发言主题为“‘社

区治理共同体’概念辨析及其中国特色”。

11月 24 日（周日），“第四届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术节”在上海大学乐乎

新楼顺利举办。开幕式由李朔严副教授主持，杨锃书记致欢迎辞，肖瑛教授介绍

了学术节的渊源与背景。本届学术节围绕“生命历程与精神”“疾病与污名”“人

类学”“家庭照料”“老年照护”“城市化进程”和“文化变迁”七大主题展开

学术讨论。学院计迎春、华红琴、金桥、阳方、马丹丹、陈蒙、陈佳、张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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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杨勇、沈燕、苏婉、刘子潇、刘艳等老师参加了本届学术节，并展示了自

己的最新研究，由学科资深学者和期刊编辑进行评议，双方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

与探讨。闭幕式由社会学院黄晓春院长作总结发言，对各位专家学者为我院老师

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表示衷心感谢，并期待下一届学术节的召开。（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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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系范明林教授等最新著

作《社会工作：理论、实务和案例》由华

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为上、中、

下三编。上编是总论，主要探讨社会工作

及其知识的本质、价值，社会工作者工作、

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以及社会工作理论

与实践等的相互关系。中编是社会工作理

论，主要介绍社会工作领域中的两大类理

论：社会工作的解释性理论，如心理社会

理论、系统及生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等；

社会工作的操作性理论，如认知行为理

论、危机介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下

编是社会工作实务，主要阐述儿童、青少

年、老年、残疾人、学校、家庭、医务等

领域社会工作的基本知识、实务过程、方

法技巧的运用和专业反思等，并配有相应

的案例展示。（莫晓燕）

▲ 范明林、杨锃、陈佳主编的《都市

社会工作研究》第 15 辑于 2024 年 6 月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都市社会工

作研究》是由我院社会工作系主办的

CSSCI 来源集刊，本辑为第 15 辑，收录了

社会工作理论、家庭社会工作、社会工作

教育、社区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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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文章。本辑涉及的研究范围较广，内容较为丰富，所

收录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较高，实用性较强，丰富了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强化了

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支撑，可以为社会工作理论探索和实践提供借鉴与指导。（莫

晓燕）

▲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东南学术》2024 年第 6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数字社会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若干思考》。文章指出，当前乡村振兴是在数

字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社会已然出现的背景下展开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不

仅推动了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农村社会关系与社

会秩序的转变，带来乡村社会整合的新问题。数字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正

在以数字化逻辑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推动

乡村社会与数字社会的高度融合，内含着为乡村社会心态的转变创造条件。乡村

社会建设离不开农民参与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数字乡村社会建设将会推进乡村

社会跨越式转型发展，这些过程都需要不断加深观察并积极推动认知更新。确保

数字乡村建设行稳致远、持续推动乡村文明的跃迁，关键要在数字社会基础设施、

社会关系及秩序构建以及文化价值重建中着力推动认知更新或观念变革。这样才

能在数字化浪潮中不断推动乡村文明实现跃迁，从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

化。（莫晓燕）

▲ 社会学系张敦福教授等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期

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农村婚礼仪式品味的变迁与“城里人”想象——以豫东 P

村为例》。文章指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婚礼仪式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

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对豫东 P村村民的半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经

验材料，通过对农村婚礼仪式品味变迁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农村婚礼仪式的品

味旨在形式与意义一体化的文化表达；而在城乡社会流动、文化融合及消费模式

的转变过程中，婚庆公司的介入为农村青年期望通过“城里人”想象的构建提升

审美水平进而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提供了可能。在农村婚礼仪式的现代化演

化过程中，视觉消费与体验成为婚礼举办者与参与者共同关注的核心，农村青年

通过对时尚婚礼的模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品味提升需求的虚假满足。然而，

因文化资本获得性差异，“城里人”想象处于一种未竟状态，以婚礼仪式为代表

的城乡间青年审美品味区隔仍难破除。（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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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李松涛博士等在《广东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2 期上发表最新研

究成果《不朽与人伦：从殷周鬼神观的转变看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文章

认为，鬼神观念在商周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该转变奠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心

态基础。殷人认为鬼神是一种有意识且能降祸福的存在，殷商社会中弥散着恐怖、

祈福的氛围。经过孔子等儒家思想家的改造，鬼神成为人对生死本质、魂魄关系

的一种认识，鬼神观中神秘、功利的成分被剔除殆尽，而人伦情谊则更为根本。

周孔之后的鬼神观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即亲子之间的生死相依、传续

不绝形成了中国人不朽观念的重要来源，家内伦理也为社会关系的不断感通、外

推提供了根基与源泉。这种社会心态使中国人从根本上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死者永存于生者心中，历史能够在生者的精神中重现。这也构成了中国人最

基本的人生态度，即本乎心性的情感人伦、显亲扬名的德业精神是解除天年之限

的唯一出路。（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