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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院“社院一周” 

2023年第 6期（总第 120期）（2月 27-3月 5日）       2023年 3月 8日星期三 

 

 

2 月 28 日（周二），社会学院 2023 年学术新星论坛在 308 会议室召开。姚

嘉艺等 10 位同学现场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报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姚泽

麟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盛智明教授、程明明副教授、李松涛博士等担任评

审专家。校党委研工部副部长徐义圣、学院党委书记杨锃出席会议并致辞，张乃

琴副书记主持会议，团委书记回胜男以及学院部分学生代表参加会议。（微信公

众号截取） 

 

3 月 1 日（周三），社会学院 2023 年度公共性论坛第二讲开讲，本场由社会

学系贾文娟副教授主讲“劳动的身体 资本的心智——自我资本化与新自由主义

晚期劳动者意识形态的形成”。论坛由纪莺莺教授主持，刘玉照教授、李朔严副

教授为评议人。（莫晓燕） 

https://mp.weixin.qq.com/s/ZnmumJ8tRs89JaU0fJeA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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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周三），校教务部常务副部长彭章友、教学建设处处长杨昕昕及

教务部教学建设处、教学改革处、实验实践处的老师赴社会学院调研交流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院、系领导杨锃、张乃琴、袁浩、李荣山、程明明、陈蓉，部分学

生代表等参加交流。（郑宏彩） 

 

3 月 2 日（周四）下午，杨锃教授、黄晓春教授、阳方副教授、赵宇阳博士

参加徐汇区“‘美好社区先锋行动’暨党建引领片区治理工作理论研讨会”，黄晓

春教授在会上作主旨发言，并被聘为徐汇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首批智库专家。（虞

锦美） 

3 月 3 日（周五），秋白书院召开书院工作例会。会上依据学校相关发文，

详细讨论了关于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评定的办法与细则、书院制下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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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导师制工作方案细则以及秋白书院“荣誉班级”建设等相关事宜。书院例会

明晰了春季学期的重点任务，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叶小翠） 

 

3 月 4 日（周六）上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柳芳、院长贺雪峰、副

院长伍麟和桂华，社会学系主任吕德文一行来我院调研交流。学院党委书记杨锃、

院长黄晓春、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张乃琴、副院长袁浩、盛智明、纪莺莺参加了

座谈会。双方围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交流。下午黄晓春、盛智明、

袁浩等陪同贺雪峰院长一行到大数据中心、陆家嘴城运中心、三林苑进行实地走

访、学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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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系张文宏教授等在《社会科学辑刊》2023 年第 2 期发表最新研究

成果《高校教师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分层视

角》。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高校教师的薪资待遇与社会地位获得了显

著提升，但同时日趋细化的教学和科研压力也严重影响了高校教师的生活方式和

健康状况。通过深入分析“高校教师获得感”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与已有研

究结果不同，在高校教师群体内部，高教育程度者与低教育程度者的生活方式呈

现出两端分化的特征。与全体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不同，高校教师的生活方

式和健康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源自社会特定群体的个人选择。收入差异和高校教师

群体特有的工作性质对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高校教师间体育

锻炼时长的差异主要是由高校教师间的收入差异导致的，而不良生活习惯和个人

工作时长的差异主要受高校教师间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差异的影响。

熬夜和较长的工作时长会极大地损害高校教师的健康，较长的娱乐社交和体育锻

炼时长则会提升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因此，有针对性地完善高校教师考评制度、

增强高校教师优化时间管理意识，对于提升高校教师获得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沈燕博士在《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 年第 2 期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疾病还是疾痛：认知症研究的人类学反

思》。凯博文区分了疾病与疾痛概念，有关认知症的研究亦可分为这两部分来进

行探讨，即生物医学视角下作为疾病的认知症研究和人文社科领域作为疾痛的认

知症研究。疾痛概念的引入,使我们得以摆脱生物医学视角下将认知症化约为脑

部疾病的医学事实，转而以人及其文化背景为中心来开展认知症研究。这类研究

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认知症的建构性、认知症患者的主体性以及以人为中心的

照护。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一疾病并给予患者甚至

照护者最优的照护，进而最终达成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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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系陈慧菁博士等在 SSCI 期刊《ZEITSCHRIFT FUR KLINISCHE 

PSYCHOLOGIE UND PSYCHOTHERAPIE 》 上 在 线 发 表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Temperature Perception in the Blushing Region A Pilot Study Comparing 

Blushing-Fearful Individuals With and Without Social Phobia and Controls（伴

有脸红恐惧的社交焦虑个体的面部温度知觉研究）》。该研究以社交焦虑个体为研

究对象，探究对生理变化知觉敏感性在社交焦虑病理机制中的作用，从而对社交

焦虑的临床干预给出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测量了对面部温度上升的知觉阈限，

作为衡量社交焦虑个体对生理变化知觉敏感性的指标，研究包括 48 名被试，采

用迫选任务，在被试脸上贴上可变化温度的珀尔帖元件，珀尔帖元件会随机地在

每个试次中两个阶段中的一个上升温度，要求被试在每个试次后反应温度上升发

生在两个阶段中的哪一个，反应正确则减少上升温度的幅度，随着温度上升幅度

的逐渐减少，测量个体对面部温度上升的知觉阈限。研究中比较了伴有脸红恐惧

且达到社交焦虑障碍诊断的临床组被试、伴有脸红恐惧但未达到社交焦虑障碍诊

断的亚临床组被试和健康控制组被试，结果表明临床组被试相比于亚临床组与控

制组，对面部温度上升的知觉阈限更高，也即更不敏感，而亚临床组与控制组对

面部温度上升的知觉阈限不存在显著差异。 

▲ 亚洲人口研究中心 Paolo Miguel Vicerra 博士在 SSCI 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上发表最新研究论文“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ognitive Functioning Trajectories Among Older Filipinos: Appl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菲律宾老年人认知功能轨迹的社会经济差异：应用特

征方法）”。摘要：健康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其在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方

面的进展存在差异，尤其是教育程度、收入和财富。本文着重于使用特征方法来

呈现菲律宾不同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的老年人的认知表现轨迹。使用从 2018 年

菲律宾老龄化与健康纵向研究的第一波中提取的 5209名至少60岁的成年人的分

析样本，观察到更高水平的教育延迟了低认知表现的出现。更多的财富和收入也

被证明可以减缓认知能力的下降，而女性在这方面的收获更大。结果表明，老年

人口是异质的，社会梯度导致了晚年健康表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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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刊登了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马丹丹副教授的书评《<不安之

街：财富的焦虑>丨书写富人的实验》。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88838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88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