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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5 年第 13 期（总第 209 期）（4 月 21 日—4月 27 日） 202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二

4 月 21 日（周一），杨锃书记参加院长工作会议。

4 月 22 日（周二）上午，社会工作系邀请全国劳动模范、上海市福寿园实

业有限公司王计生总裁，为我院师生作题为“‘去留之间’：老龄化背景下福寿

园生命服务事业的当代使命”的专题讲座。主讲人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从

科学与文化多角度剖析殡葬行业的发展与责任，提出殡葬服务应在延续生命意义、

推动文化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启发了师生对生命服务事业的深入思考。程明明

副教授主持讲座。（莫晓燕）

4 月 22 日（周二）晚上，秋白党支部组织“秋白读书会”。本次活动围绕

瞿秋白 1920 年赴俄初期

为《晨报》《时事新报》

撰写的 12 篇通讯展开，

聚焦其哈尔滨见闻、阶级

分析视角与早期思想转

型。秋白党支部书记、社

会学副系主任李朔严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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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青年教师杨勇及学院 20 余名同学参与了本次读书会，以文本细读与历史

语境还原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讨了瞿秋白作为中国首位驻苏记者的新闻实践与

思想价值。（回胜男）

4 月 23 日（周三）上午，学院组织开展挑战杯竞赛项目指导，黄晓春教授

从项目设计、内容优化、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意见，帮助项目团队进一步完善研

究思路，提升项目的竞争力。此次指导为挑战杯项目的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胜男）

4 月 23 日（周三）上午，招生就业处处长陆瑾、副处长贺利到社会学院调

研就业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杨锃、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辅

导员叶小翠、回胜男参加座谈。张乃琴汇报了目前学院的就业情况，辅导员对目

前就业遇到的困难进行了汇报。陆瑾处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强调了就

业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针对性地指导建议。（回胜男）

4 月 25 日（周五），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肖瑛教授参加在来宾

举行的“大瑶山 90年蝶变”学术交流会，并以“召开第十二届费孝通学术研讨

会为契机，增进校地合作”为题作交流发言。

4 月 25 日（周五）下午，学院邀请 UP 学院乔布简历求职导师、浦东新区金

融促进委员会学生就业指导

老师唐丽芬老师开展“一对

一就业模拟面试”辅导活动。

唐老师通过模拟面试的形式，

为同学们提供了专业的求职

建议和面试技巧，帮助同学

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职业挑

战。（回胜男）

4 月 25 日（周五）晚，上海大学秋白书院五四青春歌会暨卓越班级风采展

示活动在图书馆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活动分为上下半场，共有十个班级和五位

个人参与表演。下半场特别表演环节，秋白书院杨勇、黄丽娜、叶小翠、王琦、

沈东几位老师与同学们共同带来歌曲《海阔天空》，将晚会推入高潮。本次展示

活动包含诗朗诵、情景剧、合唱、舞蹈等，形式活泼、内容丰富，充分展示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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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凝聚力及青年风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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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书院导师、辅导员代表以及书院

同学参加本次活动。（薛赛男）

4 月 27 日（周日），计迎春教授受邀在南迦书店

进行新书《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

庭图景》中部分章节的分享，深入浅出地和大家讲述了

“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分享了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田

野调查小故事。

4 月 27 日（周日）下午，社会工作系“精神健康

系列讲座”第一讲开

讲，邀请上海市精神

卫生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姚灏博士，作题为“精

神健康的复元模式：内涵、实践、历史与中国

化”的专题讲座。复元模式是影响过去三十年

全球精神卫生政策制定及体系转型的关键范式，

该范式突破了生物精神医学侧重病症控制的传

统模式，强调以人为中心、由亲历者驱动、以

优势为基础。在此模式的影响下，国际上孕育

出了一系列创新型的精神卫生服务，包括会所

（clubhouse）、同伴支持（peer support）、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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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对话（Open Dialogue）、听声者小组（hearing voices group）、索特里亚之家

（Soteria house）等，极大改变了人们对于精神卫生服务模式的想象。主讲人介

绍了精神健康复元模式的内涵、评估与实践，回顾精神健康复元模式的历史，并

就复元模式的中国化问题提出若干行动方向。（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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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纪莺莺教授等在《浙江学刊》2025年第 3 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

果《家业之间:从民营企业“二代接班”看 Z 世代的代际关系与就业选择》。“二

代接班”对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一组 Z 世代的“企二代”为研究

对象，尝试在代际关系的视野中理解子代的接班选择。本文尝试提出，影响“企

二代”接班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他们对于企业经营作为事业的价值认同，二是

“企二代”对向上代际关系的理解。本文可能具有以下贡献：第一，通过引入代

际关系，为理解民营企业二代接班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第二，就研究 Z 世代而言，

代际关系是他们进行人生选择时或隐或显的深刻背景。Z 世代的自我观呈现出矛

盾的双重强化：一方面，个体导向的自我观念在增强；另一方面，代际关系对年

轻世代自我观的影响也在强化而非衰落。本文支持推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成

长过程之中代际关系越趋向于互相尊重与理解，子代越有可能接续甚至更新家族

企业。（莫晓燕）

▲ 社会学系李朔严副教授在《宣传通讯》“社会治理”栏目发表《如何当

好穿针引线的社区工作者》的文章，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

区工作者是这“最后一公里”的“铺路者”。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社区

已从过去“上传下达”的行政末端，转变为需要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

民等多方力量的“治理主体”。社区工作者必须跳出“被动执行者”的角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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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主动协调资源、搭建合作网络的“治理枢纽”。这一转型不仅关乎社区治理

效能，还直接影响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 博士研究生张易为与

社会工作系彭善民教授在《妇

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 2 期上

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正当性偏

见：女性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化

实践》。基层治理空间中开展

的性别平等实践是推动女性公

共参与的重要渠道。本文以一

个地区妇联项目的四年运作经

验为例，反思基层妇联在社区

开展性别平等实践的阶段性成

效。在妇女议事会的实践中，

具有性别偏见的文化规范替代

性别平等的实践原则，被运用于塑造女性在社区中的公共参与路径。经由日常事

件治理、柔性治理创新、再造公私边界三种性别化实践，女性在公共参与范围、

参与事务类型与参与角色方面受到限制。上述现象源于制度与性别的互动过程重

构了性别平等目标和治理成效目标间的理想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正式制度

提供的制度便利，形成“正当性偏见”。性别平等实践的深入推进依赖于制度与

性别间的良性互动，对女性公共参与程度的评估亟须超越对女性参与数量和参与

空间的简单衡量，转而审视制度设计、实践和变迁中的性别观念、性别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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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莫晓燕）

▲ 硕士研究生马劼与人口学研究所吴金晶博士在《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25

年第 1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父母的过度教育状态与其家庭教育投入行为》。

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父母

自身的过度教育状态与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投入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工作

时长和收入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父亲的过度教育状态会增加其对子女的家庭

教育经济投入，减少其对子女

的教育时间投入；母亲的过度

教育状态与上述两方面投入均

不显著相关。身处过度教育状

态使父亲工作时长增加，部分

解释了其较少的教育时间投入；

收入在父亲的过度教育状态与

教育经济投入的关系中具有显

著的遮掩效应。文章从教育—

工作错配角度，提供了关于父

代教育投入行为的经验证据，

并为理解家庭在教育不平等中

的作用提供了新见解。（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