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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艳荣

作者：  浏览次数：4731  更新时间：2011-07-12

个人简历：

师艳荣，1978年生于河北，先后就读于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于

2001年、2004年、2018年先后获得河北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和

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三次赴日学习研究：2003年7月至2004年3月在日本国学院大学留

学；2010年6月至12月，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关西国际中心进行日语研修；2014年4月至

2015年3月在日本国学院大学访学。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市

“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和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

青少年研究会会员。目前，已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

Email：skysyr2013@sina.com

通信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300191）。

主要研究领域：

日本社会问题，青少年问题

承担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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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持完成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史视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

（TJSL15-004）。

2.主持完成院重点课题《当代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13YZD-09）。

3.主持完成院青年课题《战后日本人自杀行为分析》。

4.主持完成院青年课题《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分析》。

5.主持完成院青年课题《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专著：

《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社会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

主要论文：

1.《日本妇女参政途径及成效》，《当代亚太》2005年10期。被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

究》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

2.《日本夫妇的不同姓问题》，《日本学论坛》2006年04期。

3.《日本“校园欺负”频发分析》，《青年研究》2007年02期。

4.《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简析》，《东北亚学刊》2008年02期。

5.《中日跨国婚姻问题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04期。

6.《战后日本人自杀行为分析》，《东北亚论坛》2009年05期。

7.《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02期。被人大复印

资料《青少年导刊》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

8.《日本校园暴力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外国教育研究》2010年02期。

9.《日本中小学网络欺凌问题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02期。被人大复印资

料《青少年导刊》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10.《日本青少年性行为的现状及原因》，《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06期。被人大复印资

料《青少年导刊》2011年第10期全文转载。

11.《日本未成年人自杀的现状及其原因探析》，《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年01期。

12.《日本女中学生援助交际问题分析》，《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03期。

13.《日本青少年蛰居的现状与对策》，《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08期。

14.《日本女性M型就业模式的变迁及发展趋势》，《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01期。

15.《日本儿童虐待问题及其防治体系的构建》，《南方论丛》2013年03期。

16.《日本年轻人与历史真相渐行渐远》，《社会观察》2014年02期。

17.《日本青少年“无缘化”现象解析》，《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年03期。

18.《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01期。

19.《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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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庭变迁视野下的日本青少年蛰居》，《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06期。

21.《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18年05期。

22.《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研究综述》，《当代青年研究》2018年03期。

23.《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后果及其对策》，《东北亚学刊》2018年06期。

24.《中国“佛系青年”在步日本年轻人后尘？》，《世界知识》2019年16期。

25.《日本青少年蛰居的心理文化根源——基于人际关系视角的分析》，《中国青年社会

科学》，2020年03期。

26.《日本年轻人的自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27.《自杀率升高与“无缘社会”：日本设立“孤独担当大臣”的表与里》，《世界知

识》2021年第8期。

28.《日本青少年政策的框架、内容及其推进机制——2020年版<儿童和青年白皮书>解

读》，《日本研究》2021年第2期。

29.《日本“央地合作”振兴家庭教育》，《中国教育报》2022年5月19日。

今日在线人数：26917人  历史最高人数：136737  累计在线人数：4284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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