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学院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内容简介 

 

一、 学院院标 

 

二、 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是我国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最早发展社会学专业教 

育的 13个高等院校之一，社会学学院前身为社会学系，1986年创办。

2007 年，增设社会工作专业。2016 年辽宁省社会学类专业评价，社

会学和社会工作分别排名第一。2018 年，社会工作专业获批辽宁省

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2019 年，入选国家级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

范专业。2020 年，社会学专业获批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 81%。其中，辽宁省特

聘教授 1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次 1 人，“千”人层次 1 人，

辽宁省创新人才计划 1 人，辽宁省杰出青年学者支持计划 1 人，辽宁

省“四个一批”人才 1 人。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4 人，学校高层次人才 3

人。民政部社工领军人物 1 人、辽宁省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 1 人，秘书长 1 人。 



三、学科专业介绍 

◆学术型硕士 

1998 年获批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后为省级重点学科和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骨干学科。2011 年，获批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予权，为辽宁省内唯一的社会学一级学科授权单位，现有社会

学、人类学、民俗学三个学术型硕士学位点。本学科培养具有较全面

的社会学理论知识，较熟练的社会调查技能，能在教育教学单位、科

研机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社会研究与调查、政

策研究与评估、社会规划与管理、发展研究与预测等工作的高级专门

人才。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2010 年，获社会工作（MSW）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秉承”以人为本、助

人自助、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个

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

决社会问题。培养具有深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熟练的社会调查

研究技能和社会工作能力，能在民政、劳动、社会保障和卫生事业管

理等部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等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从事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社会政策与社会评估、社会行政管理与社区发

展规划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四、 导师简介 

詹  娜：1978 年生，女，满族，辽宁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民

俗学博士，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学一级学科负责人，民俗学



二级学科负责人，民俗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民间文艺学、文化社会学。 

李洪君：1974 年生，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社会学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社会学学科负责人，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农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社会学。 

聂家昕：1977 年生，男，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社会学学院副院

长，教授，社会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宗教社

会学。 

蒋  平：1974 年生，女，辽宁大学硕士，副教授，社会学硕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城市社会学。 

陶双宾：1975 年生，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社

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研究方法、发

展社会学。 

吴世旭：1975 年生，男，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副教授，人类学

学科负责人，人类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人文

地理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 

李云霞：1965 年生，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教授，人类

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满语（锡伯语）及北方民族

文化。 

毛  伟：1979 年生，男，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副教授，人类学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 

张  青：1969 年生，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副教授，社



会工作专业硕士（MSW）负责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方向：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研究与社区治理。 

王丽丽：1977 年生，女，吉林大学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老年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伦理。 

周彦汐：1984 年生，女，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社会政策、

社会治理、信息技术与组织。 

袁  城：1979 年生，男，北京大学人口学博士，副教授，社会工

作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老年学、残疾人社会工作及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五、 代表性科研成果及实践基地 

自 2016 年以来，社会学学科出版学术专著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

文 60 余篇，其中 CSSCI 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6 篇；获批国家级（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省部级项目 50 余项，获批科研经

费共 400 余万元；科研获奖 10 余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2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 2 项，向省市各级政府机构提供资政建议 20 余

篇，为全国和辽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发挥学术智库作用。 

学院现有 “辽宁省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人才培训基地”、 “沈阳市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沈阳市历史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发展研究中

心”等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