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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学院党委书记杨锃，上海大学对外联络处副处长、校友会办公

室副主任杨静，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等一行人，走访了程峰和张大钟

校友。（沈东）

1月 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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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市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沪教委高〔2025〕5号），阳方教授负

责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与伦理》入选 2024年度上海高校市级一流本科课程。

（郑宏彩）

1月 16日，学院举

行“寒假温情相聚·共

话成长之路——留校

学生交流座谈会”，学

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

班导师李朔严、杨勇以

及辅导员回胜男、沈东

与留校学生代表等参

加座谈交流。（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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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下午，黄晓春教授受邀参加老西门街道党建引领小区综合治理青

年赋能大赛成果交流展示活动，并担任活动点评嘉宾。

1月 20日下午，纪莺莺副院长代表学院党委参加淮海中路街道举办的 2024

年度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并代表学院党委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旻签

署《“智慧网格 何以有效”党建引领网格治理项目》，旨在从社会学的学科视

野，以理论成果支撑基层治理创新，以基层实践赋能学术创新，通过参与式观察、

深度访谈、数据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基层治理效能进

行细致“画像”，共同探索超大城市中心城区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有效路径。

1月 21日，学院党委书记杨锃、

副书记张乃琴等看望了邓伟志老

师。

1月 23日，黄晓春教授、纪莺

莺教授等参加文科处组织的“五五

战略”研究院建设方案交流会议，

黄晓春汇报了建设方案。

1月 24日下午，李友梅教授参

加上海市社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团

第十一次会议。

https://mp.weixin.qq.com/s/63iKWPd4LliNgAjPvAOdiw
https://mp.weixin.qq.com/s/63iKWPd4LliNgAjPvAOd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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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5 日，社会学系项军副教授接受三

联的采访，围绕年轻人追求“自我”的婚恋

观展开。

2月 6 日，纪莺莺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

者的采访，就“代际共育冲突下，避免强化

教育、成长焦虑”主题展开对话。此前论文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

伦理的现代化》入选上海社联 2024 年度论

文。

2月 13 日，人口学研究所朱宇教授线上

参加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编委

会会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327275151555871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3272751515558711&wfr=spider&for=pc
https://sociology.shu.edu.cn/info/1104/31048.htm
https://sociology.shu.edu.cn/info/1104/31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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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张敦福教授在《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 1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一用即弃社会”的可持续性议题:对 M 市二手物品分享和再利用的实地

研究》。文章指出，作为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的重要环节，二手物品的分享

和循环再利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该议题因中国的垃圾分类和生态文明建设

备受关注。对西方某城市(M市)的实地研究表明：慈善团体和民间机构在二手物

品的分享和循环再利用中均比较活跃；在政府垃圾管理体制中，幸运的需求者在

垃圾投放日可拣拾可用的二手物品；居民和租户通过车库大甩卖或庭院甩卖，低

价出售或免费赠送不再需要的服装鞋帽、家具、日用品、修理工具、影像制品、

书籍等等；互助与公益导向的各类用品回收再利用的互联网平台不仅惠及 M 市

居民，而且覆盖全球主要城市。总之，不同的机构、活动与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稳定、持久、可靠的二手物品分享、循环、再利用的网络，在可持续

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

▲ 社会工作系程明明副教授等在 SSCI 期刊《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Social suffering among

older adults with terminal cancer in hospice care wards in Shanghai: a qualitative

study（上海安宁疗护病房中癌症晚期老年人社会痛苦的质性研究）》。文章指

出，随着老年患者数量的增加，提高安宁疗护的质量显得特别重要。我们采访了

21名估计生存时间不到 3 个月的研究对象，他们报告了在社会角色、社会关系、

家庭负担、医院环境和社会背景因素方面的负面经历，这些负面经历是自我构建

的，也是基于中国文化特有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概念。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在亚太

地区安宁疗护初期发展阶段的临床社会工作者的干预框架。

▲ 社会工作系程明明副教授等在 SSCI 期刊《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5年367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Exploring good death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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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mily members（探索中国的“善终”：一项从家庭成员

视角出发的定性研究）》。文章指出，中国新兴的缓和医疗服务主要受到西方缓

和医学模式的影响，强调尊严、自主性和个性。然而，缓和医疗是如何在中国社

会独特的非西方背景下设计和提供的，还有待充分的探索。为了检验缓和医疗作

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本研究从丧亲家庭成员的角度调查了中国的“善终”意味

着什么。共进行了 31 次半结构化访谈，然后进行了归纳性主题分析。确定了四

个主要主题：（1）在家庭环境中的自主权谈判；（2）家庭义务和文化习俗；（3）

安全和资源稳定；（4）生命末期的意义和遗产。我们发现，对于家庭成员来说，

“善终”主要是由家庭和谐和连续性的目标所调节的，往往压倒了临终者的个人

愿望。这种对家庭的强调可以作为一把双刃剑，既支持中国的死亡经历，也使之

复杂化。基于我们的发现，我们提出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的善终框架。

▲ 社会工作系陈慧菁博士为第一作者、张天明博士为通讯作者，在 SSCI 期

刊《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4 年 374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Protective and risk factors of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during COVID-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ree level meta-analysis（新冠疫情背景下儿童与青少年焦

虑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一项系统性综述与元分析研究）》。背景：探究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儿童与青少年焦虑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以理解新

冠疫情对 6 周岁至 17 周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方法：本系统性综

述与元分析研究已在 PROSPERO 平台注册（注册号：CRD42022316746），系统

地搜索了包括 Web of Science、MEDLINE、中国知网等 8 个数据库，筛选程序遵

从 PRISMA 指南，对 141 项研究（N= 1,018,171）进行了数据提取与元分析。结

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儿童与青少年的焦虑表现出年龄与性别差异（年龄越大

焦虑越小；男性焦虑水平比女性低），在新冠疫情前患有心理障碍、新冠疫情中

暴露程度更高、感受到更多来自新冠疫情压力的儿童与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焦虑

水平。此外，养育者的压力水平与经济困难也是风险因素。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功

能、身体状况、家庭功能、总体社会支持则是保护性因素。结论：新冠疫情给儿

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带来了挑战，本研究为心理健康服务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启

示。

▲ 研究生李篡在《社会》2024 年第 6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风俗变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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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伏尔泰的风俗史及其社会学意涵》。文章指出：在批判并摆脱基督教

传统历史神学模式的基础上，伏尔泰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全新世界史与文明史视野

的历史哲学，为法国乃至欧洲看待自身文明的构成、进程以及其他文明的历史定

位提供了新眼光。从此，文明史不再是神意的展现，而是人类精神和心灵不断取

得进步的风俗史。借助一种关于风俗变迁的历史与经验叙事，伏尔泰的理性哲学、

自然神论、进步史观与他的人性论、社会学说等观念得以成为统一的整体。在他

那里，“风俗”不仅是进入与理解文明和秩序问题的关键概念，而且是一种分析

时代与民族精神、人类理性与心灵进步的新视角。尽管在社会学的风俗研究传统

中，伏尔泰的观点并没有被尽数吸收，但他的风俗史研究却得到了适当的保留与

转化。他还贡献了一种以风俗变迁考察和分析时代精神的历史比较方法。整体而

言，独具性格、心灵和精神气质等内涵的风俗概念以及通过描述宗教、法律、科

学和文艺等要素来把握时代精神之实质意涵及其变动的方法，正是风俗史的社会

学意义之所在。

▲ 研究生李一凡等在《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 6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制度要素的效力边界与制度变迁——基于林县两个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案例》，

文章通过对东北两个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案例研究，从制度要素组合视角出发，尝

试探讨斯科特未言明的制度要素冲突诱发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通过引入制度要

素的“效力边界”概念并构建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要素图谱，本研究指出，组织

依据当前遭遇事件定义组织问题，应机选择引入并组合制度要素内容。然而，受

政策环境、市场行情与行动者投机行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制度要素可能会在“功

能范围”与“适用群体”维度越过“效力边界”，进而导致要素间的摩擦与冲突，

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加之农村金融领域“增信手段”有限性，二者共

同形塑了农村资金互助制度的变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