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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41 期（总 155 期）（12月 18 日-12 月 24日）    2023年 12月 25日星期一 

 

12 月 19 日（周二），2023 年度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获选结果公布，

博士后张帆获 C 档资助。（应可为） 

12 月 19 日（周二），社会工作系“2023 年冬

季学期高级宏观社会工作实务报告会”第七讲，邀

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社工部主任、高级社会工作

师薛莉莉作“精神健康领域的宏观社会工作”的讲

座，主要讨论了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实践

策略。讲座由社会工作系刘子潇博士主持，我院师

生近五十人参与讲座，并与主讲人围绕精神健康社

会工作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莫晓燕） 

12 月 20 日（周三）下午，三门县姜华副书记等一行 7 人来访上海大学费孝

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为民，民盟上海大学主委焦正，

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秦钠、副主任肖瑛，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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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纪莺莺参加了座谈交流。双方回顾了合作成果，同时对合作举办第十一届费孝

通学术会议初步达成共识，并就如何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通过课题研究、平

台建设、学生培养等路径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三门县县委常委徐世钊，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韩坚杰，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舒军，横渡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翟会撑，县政府办公室综合二科主要负责人包铁城，县委统战部办公室工作人

员林咸参，学院莫晓燕等参加交流。（莫晓燕） 

12 月 20 日（周三），学院 2 名 2021 级博士研究生参加博士资格考，冯猛、

张江华、刘玉照、贾文娟、严俊老师参加评审；1 名 2020 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冯猛、刘玉照、严俊老师参加评审。（李奕澜） 

12 月 21 日（周四），社会学院 2023年“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九讲开讲，

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罗袆楠，作题为“历

史社会科学如何研究情境”

的专题讲座。主讲人指出：

“历史情境(situation)”是

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对行

动者产生重要影响的实在。

历史社会科学如何对情境展

开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与通行的实证研究有何区别？对情境的研究又将揭示中

国国家治理历史何种新的风貌？讲座围绕中国历史研究实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回答。（莫晓燕） 

12月 21 日（周四），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对社会学院进行实

地调研考察，学院领导班子全程参与。黄晓春院长介绍了学院本科教育教学情况，

随后专家与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交流探讨，并参观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郑宏彩） 

12月 22 日（周五），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我院 22-23学年春季及

23-24学年秋季学期本科及研究生课程考试（查）进行抽样考评。（郑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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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周五），秋白

书院举行青年学人讲坛第五讲，

邀请青年教师杨勇博士主讲“探

寻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

自社区学院人文社科类、社会学

院等各个学院专业近 200 名同学

参与了本次讲座。（叶小翠） 

 

12 月 22 日（周五），社会

学院 2023 年度公共性论坛第十

二讲开讲，本次讲座以圆桌会议

的形式开展，主讲人是社会工作

系阳方副教授，主题为“生命历

程视角下城市丧偶老年人孤独

感生成机制研究”，计迎春、范

明林、陈佳老师分别为与谈人。

学院师生五十余人参会。（莫晓燕） 

 

12 月 22 日（周五），社会

学院本科生田野工作坊第一期

暨社会学院学生成长沙龙第七

期在学院 316会议室举行。2021

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温小乐、高彧

萌同学担任主讲人，向在座同学

们深入浅出讲述自身田野故事，

引导同学们深入田野，从实求

知，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研究

问题。（叶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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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周五），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邀请复旦大学人口研

究所所长张震教授，为我院师生开展题为“The Impact of Longevity on 

Fertility Decisions（长寿对

生育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讲

座。讲座由陈晨副教授主持，

主讲人从进化博弈论的角度，

探讨寿命延长与生育率的关

联，并指出随着寿命差距的缩

小，伴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回报

的预期变得更加可预测和稳

定。（张田田） 

12月 23 日（周六），李友梅教授、张海东教授、黄晓春教授受邀参加南开

大学社会学院成立大会，李友梅同陈雨露、李培林、陈光金、邴正、陈云松一起

共同为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揭牌，黄晓春教授作为嘉宾代表致辞。 

12月 23 日（周六），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任翠英老师带领徐汇区初高中

学子走进社会学院。学生先后参观了校博物馆“青铜之光：三星堆与罗丹的超时

空对话”特展和社会学院，并参加社会工作小组工作体验活动和如何做好中学生

社科类调查研究的讲座，调查中心任威达参与本次活动。（任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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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动态 

 

▲ 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在《社会》2023年第 6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城

市家庭中祖辈权威资源与代际共育关系兼论双系有别的复杂性》。文章认为，

祖辈作为代际共育主体之一，在日常互动中对共育关系进行塑造，但其中的具体

机制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本文基于祖辈权威资源视角，检验了经济、伦理和心理

层面的权威资源对代际共育关系的影响，并尝试探究不同代际共育组合对这些影

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祖辈对父辈的心理控制对代际共育关系产生了全面而

深刻的消极影响。相较于心理层面，经济和伦理层面的祖辈权威资源仅对代际共

育关系中的特定维度产生积极影响。相较于婆媳共育组合，母女共育组合的代际

共育关系大体上更为积极。在不同的共育组合中，祖辈权威资源对代际共育关系

的影响存在差异，并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为了增进代际共育关系中的合作与亲

密程度，祖辈需要拓展更具文化包容性的权威资源，并与父辈一同围绕文化传统

和个体化生活方式进行协商与适应。（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