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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庄勇，男，1965年6月出生，籍贯四川蓬溪。中共党员，现任贵州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教育部社会

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MSW）教育

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贵州省社会工作协会

会长。教学和科研主要领域是社会哲学、社会工作与管理、宗教社会

学。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编一部；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承担省部级以上社科课题十余项，获省社科优秀

成果三等奖三项。2017年11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第二批全国专业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称号。  

◆论著目录

著作

1.《社会工作管理学概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2.《需求与介入：基于进城农民工子女社会工作支持的行动研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社会学传承创新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4年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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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与人文：人类洞悉世界的两种方式》刊物：《贵州社会科学》

2001年

2.《岜沙苗族生活习俗简介》刊物：《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

3.《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刊物：《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3.《欠发达地区农村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及对策分析》刊物：《贵州大

学学报》 2005年

4.《近代基督教传入黔东南黑苗社会的原因探析 》刊物:《东岳论丛》

2011

5.《民间信仰遏制外来宗教渗透的个案研究》刊物：《宗教学研究》

2010年

6.《论王阳明的善恶观》刊物：《江西社会科学》 2009年

7.《少数民族村庄基督教与乡村权力关系研究》刊物：《社会管理科学

化与文化发展繁荣研究》 2012年

8.《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的路径分析》刊物：《广东工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

9.《贵州民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障碍的个案研究》 刊物：《社会学传承

创新与贵州社会跨越发展研究》2014年

10.《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民族发展联系起来》刊物：《贵州日报》

2016年

◆学术交流

境外学术访问：

1.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留学2013.09-2013.12 

国内学术会议：

1.“教育部高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席会议”教育

部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2014.09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2.“哲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

学、台湾辅仁大学2015.04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3.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暨2015年MSW教育中心主

任联席会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2015.07.17-

07.18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4.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6年会暨“加快我国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

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6.10.30-11.01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5.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7年会暨“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学科发

展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7.08.07-08.10吉林大学哲学社会

学院

6.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扶贫动员大会暨“教育扶贫研讨会”全国社会工作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7.11.30-

12.02西华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7.第三届中国宗教学高峰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

教学会 2017.11.12-11.13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8.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18年会暨“走向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

与实践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2018.08.07-08.10西南石油大学

法学院

9.第三届全国民族社会工作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民族社会

工作专业委员会 2018．10.13-10.14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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