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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年第 37期（总第 193期）（12月 2日-12月 8日） 2024年 12月 10日星期二

12 月 2 日（周一），学院开展 2023-2024 学年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

答辩评审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社会学系副主任吴真、社会工作

系青年教师张天明和辅导

员老师们共同参与本次评

审。经学生自主申报、资格

审查、公开答辩等环节，学

院评审小组决定，拟报送王

乐凯等 12 名本科生、张谷

硕等 16 名研究生、博士生

宋向东至校团委参评学校

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沈思嘉等 7名本科生、陈子叶等 18 名研究生获评学

院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叶小翠）

12月 2 日（周一）下午，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列

讲座第四讲开讲，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薛莉莉高级社

工师作题为“宏观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以上海为例

的讲座。主讲人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外发展简要历

史概述出发，讲述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概念以及上海

精神疾病三级防治网络为背景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从宏观层面如何嵌入并开展，呈现目前上海精神健康

社会工作三种发展现状与四种工作模式。通过建立服

务标准、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社工服务流程、

建立专项社工站、搭建精神康复资源平台等方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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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目前宏观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做法，并且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想法与

思考。本次讲座由社会工作系刘子潇老师主持，学院六十余位师生参加讲座与讨

论交流。（莫晓燕）

12 月 3 日（周二），学院在 308 会议室组织召开上海大学教育大会系列文

件讨论会，盛智明、袁浩、张亦农、程明明、李朔严、吴真、阳方、陈蓉和教学

秘书们参与讨论。会议就上海大学教育大会系列文件材料展开深入讨论，并形成

关于研究生招生生源、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 13 条具体建议并上报学校参考。（郭

琦）

12 月 5 日（周四）下午，中国研究学术前沿系列课程讲座（2024-2025）第

三讲开讲，邀请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苏熠慧教授作题为“如何在传统劳动研究

中发现人的‘渴望’？”的报告。本讲座基于主讲人最新发表在《社会学研究》

2023 年第 6期上的论文，分享了在研究中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收集和梳理材料、

与理论对话形成学科上的认知突破，以及有关如何做社会学研究的思考。讲座由

吴真副研究员主持，校内外七十余名师生参加讲座与讨论交流。（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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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周五）下午，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

列讲座第五讲开讲，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孙振军高级社工师，作题为“医务社

会工作实务督导过程、方式与特点”的讲座。讲座

围绕医务社会工作督导的基本过程、不同督导方式

与特点等理论进行相关介绍，同时结合实际督导经

验分享实践性问题与应对策略。程明明副教授主持

讲座，学院六十余位师生参加讲座与讨论交流。（莫

晓燕）

12月 6 日（周五），盛智明教授、项军博士参

加“城市更新与都市社会治理现代化”青年学者论

坛，盛智明教授担任开幕式和第一单元的主持人，项军在第三单元“都市社会生

活的新样态”发言，发言主题：哪些非稳定就业者的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以

网络主播的裁判文书为例。

12 月 7 日（周六），李友梅教授参加江西财经大学成立社会与人文学院揭

牌仪式暨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时代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

12 月 7 日（周六），肖瑛教授、纪莺莺教授和李松涛博士参加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主办的“以‘家’为本：中国社会理论和实证研究研讨会”，肖瑛教授作

《“‘家’作为方法”的新思考》的发言；纪莺莺作《家和城市社区治理：基于

上海社区的经验》的发言；李松涛作《从“妻离子散”到“送子进城”：城镇化

过程中的家庭韧性与代

际托举》的发言。

12月 7 日（周六），

青年教师陈慧菁在北京

参加学术交流期间，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

口学研究所、心理学院

等相关院系的博士研究

生与博士后进行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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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会学院人才招聘的宣讲。陈慧菁博士详细陈述了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发展

历史与学科优势，介绍了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与人口学

研究所的情况及各自的人才招聘计划，分享了作为青年教师的求职与工作心得，

并与听众展开了讨论、解答了疑问，热烈欢迎大家加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激发

了在场人员的热情与兴趣。（应可为）

12月 8 日（周日），“党的光辉照我心”——2024 年上海大学“一二·九”

主题合唱比赛在校本部伟长楼隆重举办。为响应学校号召，激发青年学生对党和

国家的深厚情感，提升青年学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社院师生组成的合唱团齐聚

伟长楼，齐唱《映山红》，通过歌声向党和祖国表达了无尽的热爱和最美好的祝

愿。50 余名社院学子和学院副书记张乃琴、辅导员回胜男、叶小翠、沈东等共

同参赛。最终参赛队获得最佳人气奖和三等奖。（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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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项军博士为通讯作者在 SSCI 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上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 China （代际支持与中国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该研究旨在探讨代际支持（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GS）

对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特别关注向上支持（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和向下

支持（父母对子女的支持）的作用。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通过对代际支持的全面分析，揭示了

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向上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具有

重要作用，向下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较小，这或许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支

持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未能产生显著的幸福感提升。研究将代际支持分为四种

类型：无 IGS、向上 IGS、向下 IGS 和双向 IGS。结果显示，向上 IGS 家庭中老

年人的幸福感最高，而无 IGS 家庭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最低。此外，向上支持和向

下支持之间的互动效应并未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这表明两种支持方式各自

独立地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体验。研究结论强调了经济支持和护理活动在提升老

年人幸福感中的核心作用，建议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系统，以减

轻家庭养老的负担。通过优化代际支持结构，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中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为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老龄化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