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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35 期（总第 107期）（11月 7-11月 13日）   2022年 11月 15日星期二 

 

11 月 3 日（周四）下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青少年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揭牌仪式在学院 416 举行。宝山区教育局洪丹丹副局长（挂职）、艾斯艾国际市

场调查咨询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监方茜，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学教师周宇迪，上海

大学对外联络处处长陈然，校工会副主席勾金华，基础教育处副处长肖青峰，钱

伟长学院副院长任伟，力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黄兴，管理学院教师王永，社会学

院党委书记杨锃，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乃琴，团委书记回胜男，以及上海大学

相关部门和学院的领导老师共同出席了本次揭牌仪式，仪式由社会学院副院长袁

浩主持。（回胜男） 

 

11 月 9 日（周三），崔贤玲、石林兰、唐逸慧、汤婷婷、林泽宇、唐娜娜、

周若欣等同学开展的项目《艺术社区建设与居民自治——以上海市东昌新村“星

梦停车棚”为例》荣获 2022 年“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三等奖，

指导教师耿敬。（回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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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周三），学院组织召开 2022 年征兵宣讲会。邀请校学生工作办

公室、武装部张婧怡老师以及材料学院退伍学生李镇佳为同学们进行分享，社会

学院学生代表及辅导员赵斌宇参加。（赵斌宇） 

 

11 月 9 日（周三），2021-2022学年上海大学费孝通教育奖学金评审结果公

示，社会学院拟获奖者分别是本科生张依芸、博士生袁媛。（赵斌宇） 

11 月 10 日（周四），上海大学第五届本科生学术论坛获奖于近日进行公示，

学院本科学子积极参与，斩获佳绩，分别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2 项，优胜奖 2 项，具体信息如下：（叶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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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周五），经遴选，李友梅教授入选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专家演讲团，将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11 月 11 日（周五）下午，学院召开“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研讨会。先锋

活动赋能团队分组介绍赋能行动开展进程，并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新现象、新问

题、新启发及学术研究价值展开热烈讨论。活动主要负责人之一黄晓春教授首先

介绍了 2022 上海市“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的总体进展及 2023 年行动规划，并

向大家征询下一阶段赋能行动方向的意见和建议。其后，各赋能团队代表分别介

绍了在青浦区朱家角镇北大街居民区、徐汇区湖南街道武康居民区、宝山区罗店

镇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三居民区、黄浦区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崇明区长兴镇长

兴家园社区、松江区九里亭街道杜巷居民区的调研收获。（莫晓燕） 

 

11 月 11 日（周五）下午，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专业的同学，在耿敬

老师、王南溟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位于东昌大楼七楼的楼道美术馆，听取原东昌

消防瞭望塔战士赵解平老师讲述“瞭望塔上下”陆家嘴记忆展背后的历史故事。

（回胜男） 



主编：张乃琴     责任编辑：樊杰  （本期编辑：顾艳霞） 

信息提供：莫晓燕、闵悦、回胜男、赵斌宇、叶小翠 

 

 



主编：张乃琴     责任编辑：樊杰  （本期编辑：顾艳霞） 

信息提供：莫晓燕、闵悦、回胜男、赵斌宇、叶小翠 

 

 

▲ 人口所暨亚洲人口研究中心的 Guy Abel 教授为世界银行 KNOMAD（the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项目撰写的研究报告正式发

表，题为“Gender and Migration Data（性别和迁移数据）”。该报告针对按性别划

分的人口迁移，列出了当前可用的特定性别迁移数据集合的清单，并利用数据清

单中的集合来说明特定性别移民模式的发展趋势。 

KNOMAD 项目是一个开放的、多学科的知识合作项目，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人口迁移领域的实证经验证据及政策评估建议，KNOMAD 项目与联合国组织

以及世界迁移和发展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世界银行组织建立了一个多方

信托基金专门用于实施 KNOMAD 项目。KNOMAD 的秘书处设在美国华盛顿的世

界银行总部内。 

摘要（译文）： 

按性别划分的移民数据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性别如何影响移民的许多方

面，并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开始识别和解决与移民相关的系统性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本报告中，作者重点关注性别和国际移民数据的两个特定方面。在第一部分，

本文提供了当前可用的特定性别迁移数据集合的清单。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利用

数据清单中的一些集合来说明移民人口严重失衡的特定性别移民模式的全球模

式和趋势。该论文发现，在多个移民数据集合中，性别特定细节存在局限性，这

些数据最常见于移民流动数据和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汇总的移民数据中。未来

可以通过扩展国家统计局的移民数据收集方法来更好地解决这些缺点，以捕捉移

民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并将这些方面的摘要纳入其公布的移民数据中。（闵悦） 

▲ 社会工作系陈佳博士等在 SSCI 期刊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2022 年第 17 卷）发表最新研究成果“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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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s of Daily Stress and 

Sense-Making（父母流动对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日常压力和意义构建的

中介作用）”。文章认为，父母流动对留守儿童的健康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但

人们对父母流动可能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机制知之甚少。这项研究考察了不同的

父母流动经历--即流动史、父亲流动、母亲流动或父母双方流动--是如何与儿童

的心理健康相关联的。此外，我们采用压力-应对模型来考察日常压力和意义构

建在父母流动和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样本为

1907 名中国西部学生，平均年龄为 13.66 岁。结果显示，父母双方都流动的孩子

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与父母没有流动史的孩子相比，父亲流动的孩子心理健康

状况良好的可能性较小。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差的脆弱性可以用日常压力水平

的增加来解释。在日常压力对心理健康结果的负面影响中，意义构建可以起到中

介作用。需要社会服务来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重点是减轻日常压力，增强

儿童的应对能力。（莫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