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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5 年第 11 期（总第 207 期）（4 月 7 日-4 月 13 日） 2025 年 4 月 17 日星期四

4月 7 日（周一），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学院 24-25 学年冬季学期本

科及研究生课程考试（查）进行抽样考评。（郑宏彩）

4月 7 日（周一）下午，秋白书院举行 2024-2025 学年本科生学风示范班及

书院荣誉班级答辩会。秋白书院执行院长、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印兰，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于伟以

及秋白书院辅导员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10位班级负责人围绕班级思想、学风、

文化、凝聚力等方面展开介

绍，展现了班级建设成果与

风采。经答辩，秋白书院拟

推选社会学院 22级社会学

2班等 3 个班级为“学风优

秀示范班”、社会学院 21

级社会学 2 班等两个班级

为“书院荣誉班级”。（薛

赛男）

4 月 7 日（周一），学院组织 2025 年度本科优秀毕业生答辩评审。经过学

生自主申请、学院组织答辩、评审等环节，拟推荐黄焱堰等 5 名学生为 2025 年

度上海市优秀毕业生，温小乐等 9 名学生为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罗苏妍等 6

名学生为社会学院优秀毕业生。（叶小翠）

4月 7 日（周一）下午，人口学研究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邀请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戚伟，作题为《Demographic Breakdown of

Bilateral Migration Flows: Integrating Census Data, Big Data, and AI》（《双边移民流

动的人口结构分析：融合人口普查数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学术报告，本

讲座旨在分析人口普查数据、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在移民研究中的应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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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提出了在基于人口结构分析的移民研究中运用融合人口普查数据和新兴的

大数据来源，并且对其在捕捉中国移民流动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通过评估抽

样准确性、地理分辨率和时间一致性等关键维度。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通过提

供对不同人口群体迁移来源地和目的地的洞察，对传统人口普查记录起到了有价

值的补充作用，尤其是在非普查年份。此外，主讲人戚伟还强调了机器学习和深

度学习算法在加强人口普查数据与大数据融合方面的变革潜力。这些由人工智能

驱动的方法能够进行可靠的交叉验证和数据推断，从人口学的角度极大地丰富了

我们对移民流动及其空间模式的理解。陈晨副教授主持讲座。（张田田）

4月 7—11日，黄晓春教授陪同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主要领导访问香港、澳

门，调研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以及相应支持制度设计。

4月 8 日（周二），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IESM）主任刘玉照一

行调研上海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该司主打产品的出海计划展开深入交流。

4月 8 日（周二），秋白党支部师生党员前往上海青浦福寿园内瞿秋白烈士

墓前开展清明节祭扫先烈活动，以“缅怀先烈寄哀思，革命薪火永相传”为主题，

用庄严的仪式向这位“江南第一燕”致以深切追念。学院党委副书记张乃琴、团

委书记回胜男一同参加祭扫活动。（回胜男）

4月 8 日（周二）晚，秋白党支部主办革命、文学与社会变迁——瞿秋白经

典原著读书会。社会学专业本科生陈星远为本次读书会导读人，为大家导读了《瞿

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1 卷第 85 至 180页，秋白党支部书记、社会学副系主

任李朔严副教授，青年教师杨勇及学院 10余名同学参与了本次读书会。导读人

紧抓文章关键，深入体味瞿秋白的思想世界，带领大家进行深度思考与探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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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男）

4月 8 日（周二）晚，社会学院研究生“檐下言社会”工作坊第一期观影会

在 214教室举行。观影结束后，参与学生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视角探讨家庭、

性别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考如何寻找个体的自由与幸福。彭湃同学主

持观影活动。（回胜男）

4月 9 日（周三），张海东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

我国社会流动新趋势新问题与治理创新研究”开题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乐

乎新楼大学厅举行。预备会议由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金桥教授主持，校党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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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段勇教授和社会学院副院长纪莺莺教授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院致辞。会议上课

题组首席专家社会学院张海东教授和子课题负责人庞保庆副教授向专家组对课

题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做了汇报，汇报内容得到了专家组组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教授和其他各位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组对课题研究

思路、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任威达）

4 月 9 日（周三）上午，英国巴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Michael

Stimmelmayr 一行访问学院。国际处欧阳晓琴、研究生院那彦、社工系程明明等

参与座谈。双方简要介绍了两校的学科布局、国际学生培养模式及未来发展目标；

围绕暑期学校、合作科研、师生互访等合作方向交换意见。会后，巴斯大学代表

团参观了钱伟长图书馆，深入了解上海大学的历史沿革、钱伟长教育思想及海派

文化传承。此次访问为两校未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表示将积极推进具体

项目的落实。（程明明）

4 月 9 日（周三），阳方教授参加教务部组织的云+大文科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研讨会并发言。（郑宏彩）

4月 9 日（周三）下午，国际社会学学会（ISA）主席、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

学社会学教授 Geoffrey Pleyers（杰弗里•普莱耶斯），韩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

首尔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Jang Wonho（张元浩）受邀为我院师生分别作题为“A

Vibrant Global Sociology in a World in Crisis（危机与重构：充满活力的全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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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Social Empathy as a Tool for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in Korea（社会共情：化

解韩国社会冲突的实践路径）”的专题讲座。普莱耶斯教授深入剖析了全球化对

社会学研究带来的深远影响，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变革，

探讨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全球视野与本土文化融合的

重要性。张元浩教授系统梳理了社会共情（social empathy）的理论谱系，辨析共

情（empathy）与同情（sympathy）的本质差异，厘清一般共情、社会共情及激

进共情（radical empathy）的学理边界。张教授还基于韩国社会现实，分析了社

会共感在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理解方面的作用，深入探讨社会共情——尤其

是强调结构性不平等的激进共情——如何成为弥合社会分裂的潜在治理工具。陈

蒙副教授主持讲座。（莫晓燕）

4月 10日（周四），2025年上海大学“伟

长学者”聘任仪式在宝山校区行政楼报告厅举

行。纪莺莺教授入选“伟长学者”三级岗，并

作为新入选教授代表发言。（应可为）

4 月 11 日（周五），上海大学第七届专业

博览会举行，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专业在宝

山校区 I 区篮球场进行了线下专业展示活动，并

在学院 214、314、416同步进行展示。张乃琴、

阳方、吴真、刘子潇、杨勇、任威达、程金、

沈东以及学生志愿者参加活动。（郑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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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周五），“终身学习、技能发展与上海市生产性老龄化建设调

研工作”结项会议在学院召开。项目负责人甄志宏教授介绍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

随后团队研究人员马莹博士介绍项目取得的相关成果。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

长闫鹏涛莅临指导，校文科处副处长金桥教授等 5 位专家对项目情况与结项内容

展开点评并寄予厚望。（甄志宏）

4月 11日（周五）下午，社会学院“人生与田野”系列讲座第 19讲开讲，

学院邀请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解鸿宇博士，为我院师生作题为

“单位制‘何以可能’——浅谈经典社会学议题的激活与再历史化”的专题讲座。

主讲人分享了其研究经历，探讨单位制的历史脉络与社会影响，强调单位制在不

同地区（如东北与上海）的差异，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演变与遗留问题。讲座

由我院副院长纪莺莺教授主持，学院师生四十余人参会，与会者就单位制的定义、

要素及其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讲座

与问答交流环节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学术研讨气氛浓厚。（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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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周五），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主持的联合大作业项目“服务学

习 乐龄向阳：抗逆力生态模式下老漂族的主观幸福感及社会工作服务研究”启

动会在社会学院 214会议室顺利召开。该项目旨在通过多维度研究与实践，提升

“老漂族”群体的抗逆力与主观幸福感，打造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老年友好型社会

环境。来自全校社会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上海美术学院

和悉尼工商学院的共 20名本科同学通过初步筛选进入项目组。（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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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肖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家”作为方法》

（21FSHA002）顺利结项。相关研究成果将于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赵宇阳博士等在 SSCI期刊《BEHAVIORAL SCIENCES》2024

年第 14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How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fluences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During University Lockdown: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Anxiety（情绪智力如何影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

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人际交往能力和焦虑的链式中介效应）》。文章指出，学

生的生活满意度是其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在充满挑战的时期。公共卫生突

发事件为研究在如此艰难时期影响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提供了一个契机。鉴于

这些大学生的独特特点，本研究考察了情绪智力（EI）对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以及人际交往能力和焦虑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直接和序列中介作用。共有 297

名来自中国上海的大学生参与了本研究。研究使用了四份成熟的问卷来评估学生

的特质情绪智力、人际交往能力、焦虑水平以及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人

际交往能力在情绪智力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虽然焦

虑在这一关系中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但它在由人际交往能力和焦虑构成的序列

中介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研究显示，培养学生的情绪智力能够显著提升他

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这可以减轻焦虑感，并最终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莫晓

燕）

▲ 社会工作系刘子潇博士为通讯作者在 SSCI期刊《BMC PSYCHOLOGY》

2025年第 1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smartphone addiction: roles of reactance and resilience（父母的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智

能手机成瘾：反应和心理弹性的作用）》。问题性使用智能手机是本研究探讨的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本研究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深入探讨了问题性使用智能手

机的相关因素。具体而言，本研究分析了父母心理控制与问题性使用智能手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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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作为中介因素的心理反应。此外，基于应激反应模型和心理

弹性的认知模型，心理弹性被认为是父母心理控制与问题性使用智能手机之间关

系的调节因素。相关分析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心理反应和问题性使用智能手

机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与心理弹性之间存在负相关。调节中介分析表明，心理弹

性会削弱父母心理控制、心理反应和问题性使用智能手机之间的直接关联，从而

减轻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调节中介模型，表明心理弹性在保护青少年

免受父母心理控制引发的问题性使用智能手机的不良影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莫晓燕）

▲ 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等在 SSCI 期刊《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Co-parenting Pathways from

Grand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trol to Parents' Depressive Symptoms（代际共育路

径：祖辈的心理控制对父辈抑郁症状的影响）》。文章指出，学者们已对父母对

子女的心理控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目前还缺乏对成年期父母心理控

制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在代际共育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探讨多维度的代际共育关系和失眠严重程度在祖辈心理控制与父辈抑郁症状关

系之间的潜在中介作用。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天津和上海的代际共育家庭（N=674）。

我们采用链式中介模型来同时考虑两个中介变量，分别对代际共育关系总分和各

子维度的中介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在代际共育关系中，祖辈对年轻

父母的心理控制与后者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代际共育关系和父辈的失眠严重程

度分别在祖辈的心理控制与父辈的抑郁症状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此外，在代

际共育关系的多个维度中，祖辈心理控制通过增加对儿童进行冲突暴露从而影响

父辈的睡眠，最终加深了父辈抑郁症状。为代际共育家庭提供家庭服务的实务工

作者或治疗师应关注遭受较高祖辈心理控制的年轻父母们，并重点加强父辈与祖

辈之间的代际共育关系，尤其需要减少将代际共育双方的冲突暴露在儿童面前。

在不同干预措施中，解决父辈的睡眠问题可能是提升其在祖辈心理控制背景下心

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莫晓燕）

▲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和文臻副教授等在 SSCI 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在线发表最新研究成果《Negotiating Work: china's

Labour Model in the Pacific（协商工作：南太地区的中国劳工模式）》。本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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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斐济某道路建设项目（2013–2014 年）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某镍矿建设阶段

（2008–2012 年）的长期田野调查展开比较研究。两处项目均存在大量中国外

派劳工，他们与美拉尼西亚籍工人一同工作，却在营地式劳动管理机制下分开居

住。文章分析了这种临时性跨国劳动机制的性质，以及中、美拉尼西亚劳工对“工

作”赋予的不同意义——这些意义渗透着双方在工地上的日常互动。研究探讨了

围绕“何为工作”及“如何工作”的协商过程中产生的张力。这种协商既是冲突

的场域，也为两方的工人提供了相互理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南太地方精英试

图吸纳此类协商，以推动对生产与劳动政治的新理解。（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