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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4年第40期（总第196期）（12月23日—12月29日） 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

12 月 23 日（周一）下午，高级社会工作

实务系列讲座第十讲开讲，社会工作系邀请上

海市社会福利中心陈奇春高级社会工作师，为

我院师生作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专业社

会工作实践创新”的专题报告。讲座聚焦专业

社会工作实践创新议题，重点阐述“新时代对

社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现阶段专业社会工

作实践中的困境挑战”“专业社会工作在实践

中如何创新发展” 三个部分。本次讲座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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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4 日，（周三），黄晓春教授应邀

为黄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 2024 年黄浦区社会工作系统（街道）

专题培训班授课，主题为当代中国治理变革中基层治理转型。

12月 24日（周二）下午，秋白书院年终总结会暨导师下午茶活动在东区 2

号楼社会学院 308室举行。

秋白书院院长肖瑛，秋白书

院执行院长张乃琴，马克思

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张印兰，法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于伟以及秋白书

院全程导师代表、辅导员共

同参与本次活动。此次活动

总结了过去一年秋白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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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成果，分析人文大类学生的学习情况，加强了全程导师之间的沟通交流，

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薛赛男）

12月 25 日（星期三），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出席上海大学

与大场镇党委等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并代表学院作共建单位交流发言。

12月 26日（星期四），社会工作系阳方副教授所授的本科专业核心课程“社

会工作专业价值与伦理”获学校推荐，申报 2024 年度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郑

宏彩）

12月 26日（周四）下午，上海大学重庆招宣组在宝山校区 A223开展 2025

年上海大学“我为上大代言”实践活动动员培训会。重庆招宣组副组长、社会学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和报名参与此次宣讲活动的重庆籍、上海籍同学们

共同参加了此次培训会。会议由重庆招宣组联络人、社会学院本科生辅导员沈东

主持。会上为志愿者发放文件夹、文创明信片、圆珠笔、横幅、宣传册等宣传物

料。（沈东）

12 月 26-27 日（周五），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

应邀先后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和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学术

报告，主题分别为“海外园区如何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双重博弈中的合作型

区隔策略与均衡”“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新挑战——以中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例”。

12月 27日（周五），学院党委 310名师生党员参加校党委组织的“上海大

学师生党员集中培训第四课”学习活动，认真听取了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

鹏同志所作的“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专题报告。教工党支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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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党支部以支部为单位培训，研究生 7 个党支部以党建中心为单位分为 3 个分会

场进行培训。（回胜男）

12月 27日（周五），黄晓春教授参加陆家嘴下午茶第三期活动，同与会的

专家学者、政府相关负责人、企业界相关人士一同交流探讨“陆家嘴+咖啡”范

式，探索城市规划与全域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发展。

他认为，“陆家嘴咖啡文化

节的成功在于作为创新的源

泉，不断推动文化、商业和

社会模式的革新。通过咖啡

节的创新形式，不仅丰富了

咖啡文化，也促进了商业和

创意的融合。”

12 月 27 日（周五），学院

举办“凝心聚力 赋能成长——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班导师工作交流

会”。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杨锃，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学

院本科生班导师、研究生班导师

以及辅导员、教学秘书等共同参

与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主持。（叶小翠）

12 月 28 日（周六），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

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严俊副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区

域与国别研究前沿问题课堂”作学术报告，报告主题分

别为“经济社会学与中国企业海外发展——兼谈海外田

野与跨文化研究人才培养”“海外田野研究与经济社会

学新范式探索：‘利益－规范’双重博弈理论在实地调

查中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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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人民日报》（2024 年 12 月 23 日第 9版：学术）

发表《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突出人民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一文。〈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

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

没有生命力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提出构建中国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

体系。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

实处，社会学者要牢牢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个

主题，牢牢把握现代化

方向的人民性，扎根中

国大地，不断推进中国

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

建……

▲ 李友梅教授在《群学研究》（创刊号）2024 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以“两个结合”引导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创新发展》。文章指出，自主知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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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如何构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何实现，是当前构

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面临的焦点问题。中国社会如何在剧烈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保持

稳定，如何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社会学阐释，包括群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思考维度。基于“两个结合”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提供的基

础性指引，文章重点考察了中国古典社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选择性亲和”

的内在理路，并由此展现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路径。

《群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志在“为往圣继绝学”，

在传承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致力于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概念、命题、理

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扎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古典社会学

的古今贯通，大力推动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乃至世界多元文化的中西会通。

《群学研究》（创刊号）于 2024年 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撰写《创刊词》。李友梅教授的《以“两个结合”引导中

国特色社会学的创新发展》一文为该刊首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