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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19 期(总第 91期)（5月 30-6月 5日）       2022年 6月 7日星期二 

 

社会学院 2022 届毕业升学名单 

截至 2022 年 5月 26日，我院 2022 届本科生共有 33 名同学读研深造，其中

15 名同学保研，10 名同学考研，8 名同学出国深造；22 届研究生共有 5 名同学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5 月 30 日（周一），由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负责举办的 2022年中国

人口学会年会“国际人口迁移”分论坛征稿工作启动，论坛拟于 2022年 7月 21

或 22日在中国人口学年会期间召开。 

6 月 1 日（周三），学院学术委员会召开视频会议，面试了社会学系、人类

学民俗学研究所和人口学研究所的应聘者，经过讨论并投票决定了此次新进人员

人选，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学校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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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周四），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虚拟教研室

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

【2022】13 号），学院张文宏教授牵

头申报的“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虚拟教

研室”成功入选。教研室的入选，将

有力推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虚拟教研

室的建设，采用现代信息化技术，进

一步探索突破时空限制、高效便捷的

教师教学研究新模式，构建“智能+”

教学组织建设新途径。学院也将以此

为契机，全力推进虚拟教研室的试点

建设任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建强基础教学组织，引导教师回归教

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形成良好

的教学教研氛围，为学院高质量本科

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支撑。 

6 月 2 日（周四），学院通过腾讯会议开展了社会学院 2022 年第八届“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院级线上评审会，黄晓春、张乃琴、盛智明、袁浩、

程明明、李荣山、回胜男组成评审组。评审组经过评审材料和讨论，遴选出 9

个参赛项目作为学院推荐项目报送至学校，进入下一轮校级比赛。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赛道 参赛类别 

1 
与生命对话——沉浸式生命教育线

上平台 
韩佳佳 高教主赛道 新文科类 

2 
“今朝风华”大学校园互联网+综合

性信息服务平台 
邹玮成 高教主赛道 新文科类 

3 “E脑科技”智能神经降压康复系统 董思琦 高教主赛道 新医科类 

4 
互联网+田间课堂——劳动教育赋能

乡村振兴路 
祁乐 

“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 

“互联网+”社

会服务 

5 “回声”红色文化宣传平台 陈昊昱 
“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 

“互联网+”社

会服务 

6 抗大精神，芡实之乡：红色资源型小 侍雨露 “青年红色筑梦 “互联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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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发展模式研究 ——以安徽省天长

市龙岗古镇为例 

之旅”赛道 代农业 

7 
共享星光——数智学习点亮乡村教

育新未来 
毛漫麒 

“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 

“互联网+”社

会服务 

8 
品牌放大镜——融合“云考察”的品

牌加盟综合平台 
梁泓利 高教主赛道 新文科类 

9 
守护生命最后一公里——H-Care 安

宁疗护医养智享服务平台 
吴禹贤 高教主赛道 新文科类 

 

6 月 2 日（周四），杨锃书记带队，张乃琴、刘春燕、学院辅导员等一行到

学生社区看望学院留校同学，了解同学们近期的生活学习、就业去向、论文答辩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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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答辩进行时： 

6 月 2 日（周四），2名 2019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参加线上学位论文答辩，

孙秀林、盛智明、李朔严老师参加评审。 

 

6 月 5 日（周日），2名 2019级和 40名 2020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参

加线上学位论文答辩，程明明等 8位老师参加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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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张文宏教授等在《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 5 月

25日网络首发）发表研究成果《特大城市居民的地位认同偏差与公益活动参与》。

该研究基于 2019 年度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个体客观社会地位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公益行为的参与,其中教育的

作用最为显著,主观地位认同并无显著影响;第二,“向上偏差”仅能减少居民捐

款捐物的可能性,而“向下偏差”能够提升公众多样化的公益活动参与率,考虑

到主观地位认同并不具有显著影响,那么地位认同偏差呈现该结果的原因是:客

观社会地位较高（低）群体难以再高（低）估其地位,即客观社会地位较高者更

易产生向下偏差,较低者则相反。以往地位认同偏差研究通常假设主观地位认同

而非客观社会地位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但该假设不适用于公益活动参与领域,

由于慈善公益行为消耗客观物质资源（经济、时间等资源）的独特属性,畅通特

大城市中下层群体的地位跃迁渠道仍是促进慈善公益行为最为有效的方式。 

▲ 社 会 学 系 汤 泽 群 博 士 在 国 际 期 刊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22 年 5月）在线发表论文 Will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Housing Support Increase Parents’ Expectations for Old-Age Care from Adul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China。该文研究代际住房金融支持如何影响中国中老年

人的养老期望。具体地，帮子女买房是否增加了对子女照料的总体需求？买房支

持和养老期望在多子女家庭中是否存在准确对应的互惠关系？该关系在不同出

生队列的中老年人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研究结果体现了基于公平的互惠与基于

需要的交换的共同作用，并表明代际交换的模式和逻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改

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