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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周二）下午，“跨学科视野中的社会工作”系列沙龙（1）——

“表演艺术何以赋能社工”顺利开展。“围读时间”创办人、编剧、制作人王丹

卿、上海上艺戏剧社社

长袁东瑞以及上海新汇

文化娱乐集团总经理兼

上海声像出版社社长程

峰三位业内专家出席沙

龙，围绕表演艺术如何

赋能社会工作，提升社

会工作服务品质这一议

题展开研讨与互动。 

1月4日（周二），秋白党支部在学院党建工作室开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

社会学思想探寻”研讨沙龙，邀请耿敬老师对支部红色社会实践项目《寻革命理

念，传红色薪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探寻》做指导。 

1月5日（周三）上午，在“蔡

冠深优秀青年教师奖”颁奖典礼上，

社会学系青年教师李朔严获奖并作

为教师代表发言，分享了为师三年的

所学所思，并表示会尽全力接住老一

辈学者传递的接力棒，勇敢承担起这

一代中国学者所肩负的时代责任。 

1月5日（周三）下午308会议室，学院邀请高顿咨询公司专业老师做就业形

势及行业分析报告，以提高毕业班学生的求职意识和职业竞争力。2018级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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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019级研究生近百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活动。辅导员卢小

芳、回胜男、赵斌宇、叶小翠一同参加报告会。 

1月6日（周四），学院第四届师生恳谈会在学院308会议室举行。学院班子

成员，本科生、研究生辅导员和教学秘书、部分教师代表，以及学生代表近50人

出席恳谈会。张乃琴副书记就上届恳谈会后学院在奖助体系、教学科研等方面的

改进工作进行反馈，学生代表聚焦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提出了对于学院基础

设施建设、专业实习点设置、学业管理与规划、就业指导等各类诉求，与会教师

从不同视角进行解答并给出针对性建议和指导。 

 

1月6日（周四），社会学院分工会第二届工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学院

党委书记杨锃，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乃琴及分工会委员参加会议。张乃琴副

主席向工会委员们简要报告了院分工会2021年所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经工会委

员无记名投票，会上选举任威达同志为学院分工会副主席。杨锃老师在会议上与

工会委员进行交流，了解老中青不同教师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需

求，并回应将尽力帮老师解决问题，让老师们更好地投入到学科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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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周五）下午，在上海大学本科招生工作2021年总结表彰会暨2022年

工作推进会上，社会学院所负责的重庆招宣组获得上海大学招生宣传先进集体一

等奖；张文宏，蒲华燕获招生宣传特别贡献荣誉称号；耿敬，赵斌宇获得招生宣

传优秀个人。 

1月8日（周六），在第二届上海大学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教学创新设计汇报

上，社会学系庞保庆副教授荣获副高组三等奖。 

1月9日（周日）下午，由学院主办，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东昌居民委

员会、社区枢纽站协办的“新文科在东昌路学生论坛”在上海市陆家嘴东昌路东

昌新村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的近

20位学生围绕“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两大主题进行学术交流。论坛采用主

旨学术报告、专家评议、圆桌论坛等形式为青年学子提供成果展示、观点碰撞和

思想交流的学术平台，培养学生

敢于创新、勇于探索、关注社会

的思维与品质。华东师范大学设

计学院教师伍鹏晗，社工策展人

张佳华，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部副主任郭奕华、社区枢纽站发

起人王南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袁浩、耿敬、回胜男、赵斌宇等

应邀出席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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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江海学刊》2021年第6期发表学术论文

《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推进方向》，文章认为

与改革开放相伴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重要力量,也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共同体

建设是以一种新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合力的过程,涵括价值引导、民主协商

、合作机制以及社会整合、文化融合、风险治理等内容。 

 

★ 社会学系贾文娟副教授等在《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发表

学术论文《向死而生：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的自利逻辑与社会赋义》，文章认

为药品的研发生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临床试验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临床试验不仅是技术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各方参与者在自利主

义逻辑下，根据受试身体生物学变量的差异，将健康受试临床试验解释为"身体

物质的交易"，而将患者受试临床试验理解为"播撒希望的福利"。在社会赋义下

，临床试验成了一种道德可接受、目标能理解的社会行动。临床试验的社会赋

义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堕距，并体现出受试拒绝将

自身看作对象物，要求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之中实现能动性与主体性的社会

需求。然而，在这种社会赋义之后,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社会问题,即收入分配

与风险分配不平等在低收入群体身上叠加,并使特定群体承担更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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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年成果第一辑 

★ 在开放时代杂志组织的《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笔谈）》

上，社会学系肖瑛教授做《内外之间：问题性学问的关键》的发言。 

 

★ 社会学系袁佳黎、刘飞、张文宏在《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发

表学术论文《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2006-

2017》，文章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和2017年数据的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第一，孝道观念中

互惠性孝道强于权威性孝道，十

余年间，二元分化特征变得更为

明显；第二，青年赡养行为全面

增强，父代支持行为同样增加，

代际双方逐渐形成稳定有效的家

庭互助模式；第三，尽管十年间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变化明显，

但对赡养行为的作用效应并未发

生改变，孝行仍受到各因素的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