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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2期（总第 116 期）（1月 9日-2月 5日）   2023年 2月 5日星期日 

 

1 月 9 日（周一），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获奖名单公布，

汪丹副教授负责的“费孝通学术思想”课程展示，荣获社会科学组一等奖。（郑

宏彩） 

 

1 月 29 日（周日），2022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名单公布，张海

东教授负责的线下课程“社会研究方法”入选。（郑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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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周一），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公示了“2022 年上海市品牌社

会工作项目名单”，社会工作系的《“你我同行”：高校校园朋辈支持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入选公示名单。（社工工作系） 

1 月 20 日（周五），上观新闻以“上海大学终身教授邓伟志：我一心想把

自己的亲见、亲闻、亲历写出来”为题发表了对邓伟志教授的专访。 

2 月 2 日（周四），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耿敬教授参加“市民与社会”节

目的录制，与主持人秦畅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汪晨波副教授围绕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爱走亲戚，是个问题吗？”展开讨论。 

 

2 月，本科生辅导员赵斌宇因工作需要调往上海大学纪委。赵斌宇老师自

2019 年 8 月起入职学院，担任学院本科生辅导员、团委副书记。 

感谢赵老师多年来为学院学生工作的辛勤付出！（应可为）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574433
https://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57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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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陈蒙副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养

育实践和社会流动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BSH017）于 1月正式结项，结项等级

“合格”。（莫晓燕） 

▲ 社会学系纪莺莺教授等在《浙江学刊》2023 年第 1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文章基于一

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

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

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

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

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

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

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

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

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

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

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莫晓燕） 

▲ 社会学系方菲博士后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7 卷第 1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失独者精神困境的演进特征及政策建议:基于哀

伤理论视角》。失独者因其特殊的丧亲经历面临较为严重的精神困境。研究基于

哀伤理论，通过对 35 位失独者的深度访谈，探究了失独者的精神困境及其演进

特征。失独者的精神困境体现在面对刺激物的哀伤反应以及“永远走不出去”的

哀伤过程。失独者的哀伤过程呈现动态趋势，因刺激物的影响反复在失控和可控

状态中拉扯。针对失独者的这类精神困境，政府可从构建并强化精神慰藉丧亲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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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心理扶持的相关工作机制；提升公众的关爱意识，为失独者回归社会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引导专业社会组织介入，优化扶持政策，为

失独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精神扶持，构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区治理新格

局。（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高树玲博士团队在 SSCI 期刊《A TRAUMA VIOLENCE & 

ABUSE》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2023 年 1 月 18 日网络首发）《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 Maltreatment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A Three-Level 

Meta-Analytic Review（儿童虐待与病理性自恋之间的关系：一项三水平元分析研

究）》。通过定量系统综述，研究了儿童虐待与病理性自恋之间的关系，检验了

可能的调节变量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在 Web of Science, ScienceDirect, 

PubMed, Google Scholar,及 CNKI 数据库中进行了系统检索，最终 15 项研究（包

含 9141 名被试，129 个效果量）纳入分析。研究使用 R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三水

平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虐待与脆弱性自恋呈显著正相关(r=.198; p<.001)。

儿童虐待与夸大性自恋也呈显著正相关 (r=.087; p<.001)，但是相关较小。考察不

同的虐待类型对儿童虐待与脆弱性自恋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儿童忽视

(r=.278)对儿童虐待和脆弱性自恋之间关系的影响比躯体虐待(r=.130)的影响更

大。相比大于等于 18 岁的被试(r=.068)，儿童虐待和夸大自恋之间的关系对小于

18 岁的被试来说更强(r=.187)。相比男性而言，儿童虐待和夸大性自恋之间的关

系对女性来说更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虐待是脆弱性自恋和夸大性自恋发

展的风险因素。针对病理性自恋的干预应当意识到儿童虐待伤害给个体人格发展

带来的潜在创伤。（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