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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17 期（总第 89期）（5月 16-22日）        2022年 5月 24日星期二 

 

5 月 16 日（周一），在“示范领航：上海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课程思政

建设教师研修班”课程思政培训月活动中，汪丹副教授以《课程思政“金课”

建设及其保障体系探索--以“费孝通学术思想”课程为例》为主题做辅导报

告。 

5 月 19 日（周四），2022年社会工作第二学位招生简章发布，本年度计划

招生 30 人，学制 2年，培养方向为健康社会工作和老年社会工作。 

5 月 19 日（周四），“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前沿讲座第六讲开讲，本次讲

座是内部讨论，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特聘教授陆铭作“央地关系

与大国治理：空间政治经济学”主题演讲。 

 

5 月 22 日（周日），学院第四期学生成长沙龙顺利开展，本次沙龙邀请到

社会工作系青年教师张天明博士作“精神健康素养知多少”主题报告。活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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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院本科生，旨在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提升心理育人质量。 

 

 

 

毕业论文答辩进行时： 

5 月 16 日，4名 1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完成线上学位论文答辩，沈奕斐、

黄晓春、汤艳文、刘春燕等答辩专家参加答辩评审。 

5 月 21 日，5名 1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完成线上学位论文答辩，孙秀林、

纪莺莺、李荣山、肖瑛等答辩专家参加答辩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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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人民日报》2022年 5月 16日第 09版“学术

圆桌”发表重要文章《以历史思维推进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文章认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建设全

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大幅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

定奇迹。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立足中国大地不断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中国社会学界肩负的重

大任务。文章通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三个层次的论述，对

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 社会学系纪莺莺副教授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 2期发表研究

成果“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文章认为近期社会组织研

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

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

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

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研究尝试提出

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

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

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含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

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 

▲ 2022年第 3期的《民俗研究》刊发了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马丹丹副教

授对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葛希芝博士的采访文章“作为视角的性别与作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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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性别——葛希芝的女性民俗学访谈”，围绕性别分工，探讨历史中的女性

劳动如何与缠足习俗发生联系，从而衍生出作为控制手段的缠足实则固定了女性

在社会分工中的劳动角色，目的在于加强其在传统社会中对父系家族的依附。根

据葛希芝在中国的田野工作经历，她强调了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与必要

性，女性视角虽然可以补充传统研究的盲点，不过和作为秩序基础的性别仍旧有

本质的不同，后者具有社会层面的平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