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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41 期（总第 113期）（12月 19-26日）     2022年 12月 28日星期二 

 

 社 院 新 人 

曾艳，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 

从材料学院调到我院工作。（应可为） 

 

 

12 月 19 日（周一），社会工作系“高级社会工作实务系列讲座”第四讲开

讲，邀请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副总干事高级社会工作师曹霞为我院师生作题

为“禁毒领域的宏观社会工作实务”的主题讲座。主讲人从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的

简介、专业化拓展、政策倡导及社会力量连接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院内

师生 80 余在线参加。讲座由杨锃教授主持。（莫晓燕） 

12 月 19 日（周一）下午，社会学系李朔严副教授获得 2022 年上海大学青

年五四奖章个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青年突击队”获得上海大学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生命教育青年团队”获得上海大学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提名。 

12 月 21 日（周三）上午，合合信息与学院正式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

合力完成以国家珍贵古籍《西南彝志》为中心的贵州古彝文图像识别及数字化校

对项目（简称“古彝文数字化项目”）。合合信息智能技术平台事业部副总经理

郭丰俊、学院院长黄晓春签署合作协议。邵文苑博士是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

人。（邵文苑） 

新民晚报：字数比《康熙字典》还多！合合信息与上海大学联合开启贵州

原生态古彝文典籍数字化项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87387257435368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87387257435368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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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3 日（周五），“特大城市社会治理”

前沿讲座第十一讲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作题为

“经验研究中的分析框架运用”的专题讲座。本

次讲座由社会学院院长黄晓春教授主持，院内外

相关学科师生 300 余人参会。（莫晓燕） 

12 月 23 日（周五），教务部公布关于表彰

2022 届本科优秀毕业论文（设计）的通知（教务

部【2022】50 号），依据上海大学 2022 届本科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评选条件，经学院推荐、文字重合率检测、专家评审，学

院 4 篇毕业论文被评选为优秀毕业论文。分别是： 

专业 学生姓名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指导教师 

社会工作 吴一凡 
特大暴雨灾害应急救援中的自组织研究：以卫

辉市 Y网络社群为例 
彭善民 

社会学 潘妍岩 城郊征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研究 甄志宏 

社会学 胡铭烨 柏拉图与友爱：对《理想国》的考察 肖瑛 

社会学 顾紫英 互动与文化生产：基于一个零废弃社群的研究 金桥 

（郑宏彩） 

12 月 26 日（周日），“2022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第二届学术节”顺利在线举

办。开幕式由纪莺莺副院长主持，黄晓春院长致欢迎辞。本届学术节围绕理论与

方法、婚姻、育儿、养老、家校教育、经济与社会、基层社会、社会分层、大都

市研究等不同主题，分为两个平行论坛。学院计迎春、刘玉照、甄志宏、袁浩、

王立阳、沈燕、陈蒙、陈蓉、陈佳、吴真、项军、阳方、陈伟、赵宇阳、郁世平、

邵文苑、岳丽莹等老师参加了本届学术节，并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由各期刊

编辑及学科资深学者进行评议，双方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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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锃书记在闭幕式作总结发言，对学界和期刊届的各位专家学者的参会表示

衷心感谢，并期待下一届学术节的召开。（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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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的朱宇教授等在《地理学报》2022 年 12

期发表研究成果《中国流动人口概念和数据的有效性与国际可比性》。文章认为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应回归其反映空间变动事件的本

质功能，逐步扩大使用基于 5 年前常住地（乃至 1 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

流动数据，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

动数据，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和规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数

据基础。（闵悦） 

▲ 社会工作系杨锃教授等在《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12 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以代际中的自我为方法：当代白领青年的工作意义建构》。文章指出，伴

随着劳动力过度市场化、消费主义盛行以及资本控制方式隐秘化，白领青年“工

作为了赚钱谋生”的意识被进一步强化，工作之于青年似乎陷入意义贫困的状态

中。但以往研究缺乏对青年“自我”主体化工作意义建构的纵、横双重维度的系

统探索。本文在反思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验材料，借助“自我经营主体”

的隐喻，区分白领青年的工作意义建构的典型类型和特征，明晰其背后的历史渊

源、社会底蕴以及代际传承的文化意义：力图提高收益仅是当代白领青年工作意

义构建的一种表象，实则是为了获得重要他人的肯定和尊重，以实现自我的社会

肯定。（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陈佳博士等在《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 12 发表最新研

究成果《代际合作育儿的中国式实践：三代关系与儿童学业社会化中的育儿参

与》。在我国城市家庭，代际共育组合特指父辈和祖辈共同照料儿童的代际合作

育儿组合。结合马赛克家庭主义和相互依赖理论，本文试图探究父辈和祖辈对三

代关系的看法与儿童学业社会化中的育儿参与的相关性，以及此相关性在不同代

际共育组合中的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父辈和祖辈对于三代关系积极的看法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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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身在儿童学业社会化中的育儿参与呈正相关。当一位父亲/母亲与自己而非

配偶的父母搭档合作育儿时，上述的正相关尤其显著。在母亲-祖父母合作育儿

的组合中，祖父母对于三代关系的看法越积极，母亲的育儿参与度越高。本研究

对于关注和解释本土家庭育儿现象，以及设计精准的社会服务和家庭政策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