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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周一），社会学系黄晓春教授受邀为普陀区“党建引领网格治

理”“2+X”专业化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授课，以《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推进城市

基层治理现代化》为题，从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重视角，阐述了网格治理在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意义。

4 月 28 日（周一），社会工作系“精神健康系列讲座”第二讲、第三讲开

讲，邀请上海市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社工部李川主任、胡思远社工师，分别

为我院师生作题为“谁来照顾照顾者？——精神障碍家属互助俱乐部的探索与实

践”“精神健康医务社工的实践与探索——以虹口经验为例”。李川老师的讲座

内容聚焦精神障碍家属互助俱乐部的服务实践、现实困境、相关思考及未来展望。

他指出，根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的统计数字，目前我国的精神障碍人士总数

大约有 1.3亿，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总数也超过了 1 亿人。研究显示 86.6%的家

属对精神疾病持否定态度，超过 75% 的家属对精神疾病抱有“病耻感”，患者

家属对精神疾病持正向态度将极大地提高精神疾病患者治疗依从性，促进康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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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胡思远老师从一名从事一线精神卫生医务工作将满 7 年的精神专科医院医务

社工的视角，走进真实的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服务场域。从医院急诊室到社区康

复中的社会关系重建，透过典型案例，剖析社工如何运用同伴支持工作方法、资

源整合与多学科协作等技能，在当前生物医学转型至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的

过程中为患者搭建支持网络。他还介绍了本土化服务工具分享，以及直面伦理困

境与职业倦怠的反思。（莫晓燕）

4 月 29 日（周二），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谢寿光、

院长郑莉率《智能社会治理》刊物编辑团队走访黄晓春教授领衔的教育部“数字

社会治理创新团队”，双方就数字社会运行机制、研究方向、团队建设经验、学

科建设思路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纪莺莺教授等参加座谈。（莫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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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周二），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秘书长陆雷、副秘书

长徐历、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薛遥一行 3人到访上海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中心

执行主任张海东教

授、调查主管任威达

和博士研究生吴依

萍参与了本次交流

会议，双方就上海新

社会阶层发展情况

及相关研究课题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

流。（任威达）

4 月 29 日（周二），社会工作系陈佳副教授对挑战杯竞赛“智慧养老”项目

进行指导。从项目调研方法、养老场景需求洞察等方面入手，帮助团队优化方案

并提升实践可行性。（回胜男）

4 月 29 日（周二）下午，社会学系

庞保庆副教授参加半淞园路街道 2025

年“淞园梦想”自治项目立项评审会并

担任评审专家。

4 月 30 日（周三），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田北海教授一行到访我院

开展专业与学科建设专题调研和人才引进宣讲活动。校人文社科处处长黄晓春、

学院党委书记代院长杨锃、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张乃琴、副院长纪莺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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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系主任肖瑛、社会工作系副主任阳方以及部分博士生代表参与了此次活动。

4 月 29 日（周二），学院学生会组织部举办了“情暖五一，趣享假期”团体

辅导活动展。活动以积极心理学为核心框架，聚焦“幸福能力”的培养，通过趣

味互动、团队协作与深

度分享，为参与者们打

造了一场兼具学术性

与实践性的趣味体验，

帮助同学们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

收获成长。10 余名学

生参与了这次活动，

2023 级李美吉同学主

持活动。（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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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李友梅教授在《社会学评论》2025 年第 1 期上发表新作《中国

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新要求》。文章探讨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新要求，

强调“自信、自觉、自主”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回顾了郑杭生先生创立

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指出了学派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关键。

文章还提到吴文藻的燕京学派和费孝通的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强调知识分子应深

入人民、服务社会。面对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学需要立足新

时代实践，增强对“两个结合”的理解能力，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推动理

论创新，助力社会转型，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莫晓燕）

▲ 社会学系计迎春教授在 SSCI 期刊《SOCIOLOGY COMPASS》2025年 19 卷

第 3期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Family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China: Bilateralism,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Filial

Piety（21 世纪初中国

的家庭再制度化：双

系化、代际照料与孝

道）》。作为中国社

会学本土理论走向国

际学术舞台的重要尝

试，本研究质疑了西方文献中新兴核心家庭与家庭衰落的假设。本特森（Bengtson）

强调多代际联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共享生命年限的延长”。本文基

于本土理论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框架，审视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变迁，尤其关

注女性的代际照料协作、双系家庭谱系的兴起、代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以及孝道在

现代的重新诠释。本文将这些综合性变化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和现代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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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探讨：讨论了诸如儿童托幼服务变迁、密集母职、“996”

工作文化及其对父职的影响，以及父权传统的复兴等关键动态。本研究认为，照

料危机与照料劳动的女性化推动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再制度化。尽管双系家庭关系

中的代际关系垂直轴因持久的孝道传统而得到强化，但水平维度的家庭组建对年

轻女性的吸引力却在下降。本文进一步将这些趋势与东亚地区观察到的更广泛家

庭与人口变化以及压缩的、镶嵌杂糅的马赛克现代性联系起来。（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