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高詩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2017 年 9 月～ 2018 年 3 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吳玫瑛著（2017.09）《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 
　　　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

Michael Willhoite 著；李宓譯（2017.10）《爸爸的室友》，臺北：大家出版。
 
李昂著（2017.10）《睡美男》，臺北：有鹿文化。

蔡玫姿等著（2017.10）《「跨國．1930．女性」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性別 
　　　與婦女研究中心。

石芳瑜著（2017.11）《善女良男》，臺北：時報出版。

楊青矗著（2018.01）《工廠女兒圈》，臺北：水靈文創。

Alison Bechdel 著；葉佳怡、劉文譯（2018.02）《歡樂之家／我和母親之間》，臺北：臉譜。

袁紹珊著（2018.02）《愛的進化史》，臺北：遠景。

Lauren Elkin 著；許淳涵譯（2018.03）《漫遊女子：大城小傳，踩踏都會空間的女性身姿》， 
　　　臺北：網路與書。

■  歷史

Christopher Ryan & Cacilda Jethá 著；謝忍翾譯（2017.09）《樂園的賦歸？遠古時代的性如何 
　　　影響今日的我們》，臺北：大家出版。

淳子著（2017.09）《花開：張愛玲上海三十年》，臺北：立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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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子著（2017.09）《花落：張愛玲美國四十年》，臺北：立緒文化。

李永鍾、邱麟祥、張詩苡著（2017.10）《金氏家族的女人：北韓王室你不知道的秘密》，臺 
　　　北：八旗文化。

Janice P. Nimura 著；鄭佩嵐譯（2018.01）《武士的女兒：少女們的明治維新之旅》，臺北： 
　　　麥田。

■  人文社會  

何春蕤著（2017.09）《性別治理》，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黃淑玲主編（2017.09）《性別主流化：臺灣經驗與國際比較》，臺北：五南出版。

Sigmund Freud 著；李慧泉譯（2017.11）《戀愛心理學：性學三論》，臺北：海鴿。

Susan Faludi 著；李康莉譯（2017.11）《暗房裡的男人：變性者一生的逃逸計畫，一場父女 
　　　的和解之旅》，臺北：網路與書。

趙思樂著（2017.11）《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臺北： 
　　　八旗文化。

陳文珊著（2017.12）《向左走向右走：邁向臺灣基督教的性／別／正義》，臺北：前衛。

Nellie Bly著；黃意雯譯（2018.01）《瘋人院臥底十日紀：傳奇女記者的精神病院紀實報導》，
　　　臺北：八旗文化。

Sue Lloyd-Roberts 著；謝濱安譯（2018.01）《女性面對的戰爭：及那些敢於抵抗的勇者》， 
　　　臺北：自由之丘。

陶輝著（2018.01）《性別．服飾．倫理：性別視角下女性服飾形象解讀》，花蓮：東華大學 
　　　出版社。

Claudia Müller-Ebeling & Christian Rätsch著；汪洋譯（2018.02）《春藥：從神話、宗教與社會， 
　　　探討人類服用春藥的文化意涵》，臺北：時報出版。

■  藝術

林殷齊著（2017.11）《「她」與「我」與「我們」──「我」的盛艷「我」的美──柳依蘭》， 
　　　臺北：華藝數位出版。

■  科學

Mary Roach 著；林君文譯（2018.02）《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十週年紀念版）》， 
　　　臺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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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許佑生著（2017.11）《性啟萌：青少年性教育讀本》，臺北：大辣文化。

周祝瑛著（2018.02）《翻轉性別教育》，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政府出版品

王雅玄、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等編著（2017.09）《性別與教育、文化與媒體》，臺北：行政院。

周碧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編等編著（2017.09）《性別與權力、決策與影響力》，臺北： 
　　　行政院。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婚姻平權在臺灣」，《婦研縱橫》（2017.10）107。

陳昭如〈從男女平權到異同平權：釋憲運動要到什麼樣的平等？〉，107：10-23。

許玉秀〈模擬憲法法庭和禁止同婚違憲的憲法裁判〉，107：24-43。

陳宜倩〈不只是同婚？〉，107：44-59。

李立如〈司法解釋與同性婚姻平權運動：從美國經驗談起〉，107：60-73。

陳金燕〈釋字第 748 號解釋與校園性別平等教育〉，107：74-81。

鄧筑媛〈用生命看見壓迫，說故事抵抗歧視：從法律敘事方法看婚姻平權運動及釋字第 748 
　　　號解釋〉，107：82-87。

王晴怡〈同志家庭的婚權與親權之路〉，107：88-93。

■  「電玩遊戲裡的性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7.12）81。

方念萱〈專題引言：遊戲裡外的性別〉，81：12-16。

林鶴玲〈電玩世界的性別網羅〉，81：17-21。

孫春在〈在遊戲空間裡看（不）到女性？〉，8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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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廷〈「遊戲內」與「遊戲外」：女性玩家對抗性別秩序的挑戰〉，81：28-36。

莊清瑋〈乙女賽伯格：玩少女遊戲的男性〉，81：37-43。

張玉佩〈玩暴力遊戲的女孩〉，81：44-49。

陳志萍〈男同志交友 APP ── 9 Monsters 象徵圖形與照片之性別與身體展演〉，81：51-58。

黨傳翔〈為什麼總是女鬼？〉，81：59-63。

■  「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7.12）81。

徐志雲〈臺灣精神醫學界與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的歷史交會〉，81：76-83。

喬瑟芬〈《性別平等教育法》是信仰公義精神的實踐〉，81：84-91。

陳金燕、姜兆眉、蘇盈儀〈從 748 號釋憲談諮商輔導中的性別平權與性平意識〉，81：92-103。

陳泓瑋、吳星緯、楊禮安、顧永平、吳宗叡〈被噤聲的吶喊──灰階的彩虹旗〉，81：104-110。

■  「情感教育的多元面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8.03）82。

莊淑靜〈專題引言：情感教育的多元面貌〉，82：12-14。

王筱慧〈別忘了！那些曾走過的青春年少〉，82：15-17。

翁麗淑〈尋找面對或轉身的姿態──從不拒絕與不放棄的迷思看情感教育的實踐〉，82： 
　　　18-23。

葉婕妤、蔡汶珊〈性別學習之旅──從臺下到臺上〉，82：24-28。

郭明惠〈所思所感口難言──身體界線與性暴力〉，82：29-34。

游美惠、蕭昭君〈當代大學生的浪漫愛想像與經驗：兼論情感教育的開展方向〉，82：35-48。

廖珮如〈親密關係民主化中的男性情感教育〉，82：49-54。

劉安真〈同志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情感教育？〉，82：55-59。

■  「女性影展專輯」，《鹽分地帶文學》（2018.03）72。

王慰慈〈將女人放入歷史──性別與科技紀錄片的重要性與影響力〉，72：187-196。

羅珮嘉〈那些年，與女性影展羈絆共舞〉，72：197-203。

游婷敬〈微小乃永恆：記臺灣女影〉，72：2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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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姿麟〈女人看待世界的方法〉，72：211-217。

梁瓊芳〈以肉身碰撞性別框架的女導演實踐藝術家──鄭淑麗〉，72：218-225。

倪有純〈五萬元大膽起厝──走過辛酸路，女性影展和國際接軌〉，72：226-232。

2. 一般論文

■  文學

翁小珉（2017.10）〈劍別：從人物與佩劍的組合效果探討武俠小說中角色形象的性別化操作〉，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32：77-108。

潘舜怡（2017.11）〈論江文瑜圖象詩中的女性關懷〉，《臺灣詩學學刊》30： 53-80。

林稚暉（2017.12）〈清代女性存輯男性詩文集初探〉，《書目季刊》51（3）：65-79。

邱珮萱（2017.12）〈隙縫中的聲響：嚴歌苓短篇小說中的移民女聲〉，《北市大語文學報》 
　　　17：1-22。

張國慶（2017.12）〈來自「世界盡頭」的女性主義返親：芮絲的《夢迴藻海》〉，《高應科大 
　　　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2（1）：51-66。

黃裕惠（2017.12）〈珍．奧斯汀與伯朗蒂三姊妹的工作檯〉，《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1：111- 
　　　116。

張清芳（2018.01）〈海外漢學家的個人文化身分與學術研究之關係──以周蕾《婦女與中國現 
　　　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中的女性主義理論為考察中心〉，《國文天地》33 
　　　（8）：126-136。

翁小珉（2018.01）〈論臺灣古典文人李逸濤筆下的俠女形象所反映的性別位階：以發表於臺灣 
　　　日日新報系之漢文短篇俠義小說為例〉，《臺陽文史研究》3：101-118。

黃渝潔（2018.03）〈《幽暗角落的泣聲》──淺談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暴力、性別與階級制度如 
　　　何交織〉，《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117-121。

■  社會

李青芬、唐先梅（2017.10）〈中老年人健康狀況、性別化家務工作與生活滿意度相關性之兩 
　　　性差異〉，《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6（5）：461-472。
 
張廷碩（2017.10）〈「同性親職教養：科學證據與民意基礎」演講紀實〉，《婦研縱橫》 
　　　107：116-121。

張瓊玲（2017.10）〈性別主流化政策的策略思維與作法：以友善家庭政策作為實踐之道〉， 
　　　《文官制度季刊》9（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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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煥榮（2017.10）〈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成因和影響：臺灣資料的循證分析〉，《文官制度季 
　　　刊》9（4）：69-98。

趙淑美（2017.10）〈整合女性至軍隊的觀察與反省──空軍 2016 年調查資料解讀〉，《空 
　　　軍軍官》196：25-38。

鄭育婷、江品蓁、蔡祁珊（2017.10）〈醜女，丑女，仇女！──以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 
　　　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經驗，談臺灣本土網路厭女圖像與翻轉契機〉，《婦研縱 
　　　橫》107：108-115。

朱宜寧、陳秉騰（2017.11）〈新北市政府推動性別統計之策略與成效〉，《主計月刊》 
　　　743：90-97。

林瓊珠、徐永明、黃秀端（2017.11）〈政治知識的性別差異：測量內容之探討〉，《選舉研 
　　　究》24（2）：39-63。

曾純純（2017.11）〈南臺灣六堆客家喪儀中的女性角色〉，《全球客家研究》9：1-65。

劉仲矩、蘇小惠（2017.11）〈招募美學資本重要性與性別差異之研究〉，《致理學報》37： 
　　　23-48。

林欣麗、陳明志（2017.12）〈警察機關職場性騷擾之探究〉，《警專學報》6（6）：19-52。

陳素秋（2017.12）〈臺灣工業化時期女性離返移工的性別實踐與工作認同〉，《臺灣社會學 
　　　刊》62：177-229。

程婉若、王增勇（2017.12）〈「我和案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合意性行為青少女自我保 
　　　護服務之建制民族誌分析〉，《女學學誌》41：1-50。

潘慧玲（2017.12）〈女性觀點之存在主義思辨──落入輪迴系列 1~5〉，《書畫藝術學刊》 
　　　23：117-148。

盧以琳（2017.12）〈「托育工作女性化」職場人員性別議題自我知覺之探究：以高雄市公共 
　　　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為例〉，《教育行政論壇》9（2）：107-128。

洪櫻芬（2018.03）〈談女性的職場處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79-82。
 
崔樂（2018.03）〈同志過年：並不「驕傲」的經驗自述〉，《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91-97。

■  法律

張峻臺（2017.10）〈「婚姻平權面對面：同志配偶收養權」論壇紀實〉，《婦研縱橫》 
　　　107：136-141。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法操司想傳媒（2017.10）〈「婚姻平權面對面：同志家庭的親子關 
　　　係建立」論壇紀實〉，《婦研縱橫》107：142-149。

魏大喨（2017.11）〈生存配偶因詐取離婚判決致婚姻家庭權受損害之再審權──法倫理性與 
　　　法外法之續造（上）〉，《司法周刊》18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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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寬宏（2017.12）〈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社區處遇規定論觀護人執行成效〉，《法務通訊》 
　　　2882：3-6。

蔣大偉（2017.12）〈從《CEDAW》公約與歐洲人權法院之判決檢視文化中對女性之歧視〉， 
　　　《軍法專刊》63（6）：103-140。

魏大喨（2017.12）〈生存配偶因詐取離婚判決致婚姻家庭權受損害之再審權──法倫理性與 
　　　法外法之續造（下）〉，《司法周刊》1878：2-3。

李翠玲、林俊杰（2018.01）〈兒童與心智障礙性侵害被害者司法詢訊問模式相關問題初探 
　　　（上）──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運作模式為例〉，《法務通訊》2885：3-5。

李翠玲、林俊杰（2018.02）〈兒童與心智障礙性侵害被害者司法詢訊問模式相關問題初探 
　　　（中）──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運作模式為例〉，《法務通訊》2889：3-5。

李玉璽（2018.03）〈日本札幌市同性伴侶註記作業制度簡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 
　　　99-104。

李翠玲、林俊杰（2018.03）〈兒童與心智障礙性侵害被害者司法詢訊問模式相關問題初探 
　　　（下）──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運作模式為例〉，《法務通訊》2895：3-6。

陳宜倩（2018.03）〈從一個判決談性對女人的意義〉，《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105- 
　　　108。

■  教育

王儷靜（2017.10）〈性別平等教育教材爭議事件簿〉，《婦研縱橫》107：94-107。

鄭智偉、阮美嬴（2017.10）〈獻給所有同志朋友的同志諮詢熱線晚會〉，《婦研縱橫》 
　　　107：122-129。

洪瑄羚、王菀姿、劉又慈（2017.11）〈生態系統理論在國中校園性別教育與輔導之應用〉， 
　　　《諮商與輔導》383：42-45+63。

曾靜雯（2017.12）〈高中音樂教科書性別意識型態之內容分析〉，《臺中教育大學學報》31 
　　　（2）：41-66。

游美惠（2017.12）〈「不當教材」，有何不當？──教科書性別檢視後之心得與隨想〉，《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81：64-70。

黃貞元、趙正敏（2017.12）〈以多重理論觀點探討國小女性教師休閒運動參與行為意圖之影 
　　　響因素〉，《運動休閒管理學報》14（4）：48-65。

黃斐新（2017.12）〈格羅．布倫特蘭獎──女性領導與永續發展〉，《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1：71-73。

魯慧中（2017.12）〈性別偏好與出生排序效果：重新檢視臺灣家戶對子女教育資源之配置〉， 
　　　《經濟論文叢刊》45（4）：579-637。

102

研究資訊



劉雅婷、簡美華（2018.01）〈科技大學女性於高職時期終止輟學、繼續升學之歷程探究〉，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9（2）：172-233。

李佩雯（2018.03）〈我不是母豬：性別平等教育做為一種說服溝通〉，《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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