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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2年第 37期                             2022年 11月 30 日星期三 

 

 社 院 新 人 

杨勇博士，社会学系 

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为西方社会思想史、美国社会理论、教育

社会学。（应可为） 

 

11 月 23 日（周三），上海大学全英文授课项目中期交流研讨会在乐乎新楼

大学厅召开，我院张敦福、李贞两位老师代表学院参会，并介绍了《社会学与中

国社会》、《人口、环境与气候变化》全英文授课课程的建设近况。（莫晓燕） 

11 月 23 日（周三）下午，人类学与民俗学专业学生跟随耿敬老师、王南溟

老师、回胜男老师访问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市新小区，参与上海大学、市新小区、

美上加梯公司联合举办的艺术电梯项目沟通会。此次学校、社区、企业联合沟通

会对艺术电梯项目进行展望，以期用艺术、创新的方法促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服务居民。（摘自微信公众号） 

 

11 月 24 日（周四），学校举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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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培训，上海市专家宣讲团、市教卫工作党

委专家宣讲团、上海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陶倩教授

作辅导报告。社会学院设二级分会场。 

 

11 月 25 日（周五）上午，上海大学社会工作专业一流本科建设专题、上海

大学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专题之上海大学社会

工作实践教学数字化平台建设经验交流会顺利举行。来自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和国药康养实业有限公司

专家们相聚云端，就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数字化平台建设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社会

工作系主任程明明和副主任阳方主持。（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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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6 日（周六），社会学院檐下言社会写作工坊之“新时代的吃喝玩乐”

话谈在嘉定开展，此次工作坊的讨论以“食”为切口，话题涉及社会学、人类学、

民俗学、社会工作、经济学与翻译学。“檐下言社会”写作工作坊的初心是帮助

同学们在校园生活中感受到学术讨论之欢愉与学术研究之美妙，对身边之事、他

人之事、社会之事保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本年度的“檐下言”写作工作坊采取更

加灵活的组织与举办方式，以期青年学子更自在、更踏实、更思辨地敢言而敢论。

（摘自微信公众号） 

 

11 月 26 日-27 日（周六-日），由肖瑛、李荣山、李松涛老师带队的“美好

社区先锋行动”朱家角赋能团队，带领 15 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在青浦区朱家角开

展了调研和赋能活动，并协助社区举办年度“致敬志愿者”活动。赋能团队的学

生作为会议策划和组织者参与主持、会务活动及节目表演，李松涛博士作为上大

赋能团代表围绕赋能行动发表感想。（纪莺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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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CJS 学术论坛 | 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专栏（三） 

 

专题二三：“文字上山”与“文字下乡”：传统中国的知识实践与日常生活；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办；召集人，黄瑜、温海波；时间，12 月 3-4

日 

《社会》编辑部主任田青与会，并致辞。 

 

专题二一：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建设研究；《社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

办；召集人，狄金华、陈家建、艾云；时间，11月 27日 

学院黄晓春教授、刘玉照教授与会；刘玉照教授在第一单元作《职业

技能形成体系转移与"中国标准"走出去——以卢旺达的中国企业为例》发言；

黄晓春教授担任第三单元的主持人。 

 

专题二十：社会行动的文化逻辑：思想典范与话语诠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承办；召集人，宣朝庆、郑震、胡翼鹏；

时间，11 月 26日 

学院李松涛博士与会，并担任评议人。 

 

专题十七：家庭的含义：历史、田野与理论；《社

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办；召集人，肖瑛；时间，

10月 22 日 

学院肖瑛教授、纪莺莺副教授、李荣山副

教授、吴真副教授、李松涛博士与会，并担任

评论人；纪莺莺、阮文燕作《城市新移民家庭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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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育中的代际关系》的发言；郭琦、符佳、王东晖作《何以为“家”：农村老

人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实践》的发言 

 

专题十六：米歇尔·福柯与当代社会的治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承

办；召集人，朱雯琤；时间，10月 21日 

学院 21 级硕士崔燕华与会，作《作为真理的“市场”——“经济理性”

从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的运用》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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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陈晓丽、彭善民教授在《都市文化研究》2022 年 1 期发表研

究论文《社区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的三维资本模式探索》，文章认为：就业乃民

生之本,青少年就业尤其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上海于 2003 年成立 Y 青少年社

会工作机构,在全国首度探索“失学、失业、失管”的社区青少年的就业社会工

作服务。研究发现社区青少年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资本不足均会产

生就业障碍。青少年社工开展的就业社会工作服务实为社区青少年多重资本重构

的分类服务,包括就业能力增进的人力资本提升服务;拓展社会网络与提高资源动

员能力的社会资本培育服务;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增进青少年的自我效能、重构职

业认知和就业观的心理资本增进服务。 

★ 博士研究生刘飞在《社会学评论》2022 年 6 期发表研究论文《社家庭收

入管理权与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文章通过分析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收入管理权分配模式对中国夫妻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结

果表明，家庭收入管理权在塑造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具有独立作用。在不同家庭收

入管理权分配模式的家庭中，拥有收入管理权的妻子通常承担更高比例的家务劳

动。此外，收入和收入管理权也交互影响着家务劳动分工。当存在性别资源交换

时，男性往往通过收入转移来实现性别分工的专业化，当妻子拥有家庭收入管理

权时，丈夫的家务劳动比例随着相对收入增加而显著降低；夫妻双方拥有各自收

入的独立管理权时，丈夫的绝对收入提升并不能使其在家务劳动分工中获益。上

述研究发现揭示了中国大部分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分工实际上主要是夫妻双方进

行性别资源交换的结果，而非经济资源博弈的结果。 

 

 

最新成果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