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高詩雯｜特約編輯
（收錄部分 2019 年 3 月書目）

2019年 4月～ 2019年 9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楊嘉玲、陳怡璇著（2019.05）《偽婚世代：沒有不幸，只是不幸福的人們》，臺北：銀河舍。

Jessie Burton 著；林步昇譯（2019.05）《公主不在城堡裡》，臺北：小麥田。

Anne-Sophie Lesage & Fanny Lesage 著；林佑軒譯（2019.06）《大聲說幹的女孩》，臺北： 
　　　聯合文學。

Carmen Maria Machado 著；葉佳怡譯（2019.06）《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臺北：啟明出版。

張亦絢著（2019.07）《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臺北：木馬文化。

李屏瑤著（2019.09）《台北家族，違章女生》，臺北：麥田。

■  歷史

Mary Beard 著；陳信宏譯（2019.03）《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臺北： 
　　　聯經出版。

張文亮著（2019.04）《與十九世紀傑出女性科學探險家相遇：因為她們，世界變得更好》， 
　　　臺北：字畝文化。

Virginia Woolf 著；李根芳譯（2019.05）《歐蘭多：一部穿越三百年的性別流動史詩》，臺北： 
　　　漫遊者文化。

簡媜著（2019.08）《紅嬰仔：一個女人和她的育嬰史》，臺北：印刻。

柯惠鈴著（2019.09）《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臺北：臺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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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  

陳秀端著（2019.04）《文化與性別：趙淑俠的書寫維度》，臺北：致出版。

田中光著；李彥樺譯（2019.04）《年齡騷擾：「阿姨」、「大嬸」、「歐巴桑」為什麼被討 
　　　厭？》，臺北：臺灣商務。

Hubert Boulard 著；陳文瑤譯（2019.05）《正常的人：正常與否，誰說的算？十種不同性別 
　　　認同、性傾向者的生命情境與心聲帶來的啟蒙及思索》，臺北：臉譜。

Susan Broomhall、蔡幸娟、劉開鈴等著（2019.05）《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動與能動》，臺 
　　　南：國立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

Roxane Gay著；黃佳瑜譯（2019.05）《飢餓：你只看見我的身體，沒看見我內心的痛》，臺北： 
　　　木馬文化。

Germaine Greer 著；吳庶任譯（2019.05）《女太監》，臺北：五南。
 
Wednesday Martin 著；許恬寧譯（2019.05）《性、謊言、柏金包：女性欲望的新科學》，臺 
　　　北：時報出版。

Rebecca Traister 著；高紫文譯（2019.05）《單身，不必告別：獻給所有正要踏進婚姻、離開 
　　　婚姻，和不考慮婚姻人們的箴言》，臺北：行人出版。

李詣琦著（2019.06）《媽媽，琦琦，和她們的女兒：突破性別身分與家庭風暴，迎向愛與療 
　　　癒的自學課》，臺北：果力文化。

王曉丹、余貞誼、方念萱等編（2019.07）《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 
　　　戒女人的兩手策略？》，臺北：大家出版。

張晉芬、陳美華編（2019.07）《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

Melinda Gates 著；李建興譯（2019.08）《提升的時刻》，臺北：遠流。

朱宥勳、朱家安、李筱涵等著；廖之韻編（2019.09）《性別平等議題多元選讀本》，臺北： 
　　　奇異果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林麗珊著（2019.09）《女性主義與性別關係》（6 版），臺北：五南。
 
歐陽文風著（2019.09）《不做迷「性」教奴！批判反同基督徒的荒謬與愚昧》，臺北：唐山出版社。

Helen Fisher著；何修瑜譯（2019.09）《解構愛情：性愛、婚姻與外遇的自然史》，臺北：貓頭鷹。

■  教育

西野明樹著；王美娟譯（2019.04）《陪彩虹小孩一起探索性別認同：心理學博士教你成為孩 
　　　子成長路上的最強心靈盟友》，臺北：台灣東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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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卿著（2019.05）《性與性別教育的解析和實踐》，臺北：心理。
 
張慧、童捷著（2019.08）《性教育啟蒙：身體的祕密立體遊戲書》，臺北：双美生活文創。

■  法律

王如玄、姚淑文、黃世昌著（2019.04）《從相愛到不愛：婚姻的啟程與出逃，你應該要懂的
　　　法律權益》（2 版），臺北：書泉。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性別與照顧」，《婦研縱橫》（2019.04）110。

謝佳容、張珏〈心理健康與照顧之政策議題〉，110：6-13。

王品〈在「照顧」上，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性別差異〉，110：14-23。

梁莉芳〈從權利觀點到女性主義關懷倫理：遷移勞動力脈絡下的照顧工作〉，110：24-33。

王兆慶〈「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改頭換面〉，110：34-39。

覃玉蓉〈照顧、勞動與性別平等：從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倡議經驗談起〉，110：40-47。

曾嬿融〈女同志家庭的親職照顧〉，110：48-59。

喀飛〈從熱線老同工作看照顧議題〉，110：60-65。

■  「做父職──看見多元的現代父親圖像」，《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19.06）87。

王舒芸〈專題引言：父職角色的歷史演變與現代意義〉，87：9-11。

李庭欣〈照顧男不難──育嬰假爸爸們的育兒實踐與感受〉，87：12-17。

張巍鐘〈我是選擇溫柔生產迎接孩子到來的父親〉，87：18-20。

施逸翔〈一位 NGO 奶爸工作者的反省〉，87：21-24。

廖啟宏〈低社經雙薪家庭的父職形塑與實踐〉，87：25-31。

108

研究資訊

婦研111期-未封裝.indd   108 2019/10/30   下午2:32



■  「危機還是轉機的性別平等教育：性平法 15週年再檢視」，《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2019.09）88。

張盈堃〈十二年國教課綱上路，發展可融、可主的性平素養導向課程〉，88：4-7。

楊佳羚〈專題引言：一路顛簸繼續前行〉，88：11-15。

翁麗淑〈踉蹌前行的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2014~2019 國小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觀察〉， 
　　　88：16-19。

謝美娟〈性別平等教育是我的菠菜──一個澎湖輔導員的喃喃自語〉，88：20-22。

卓耕宇〈從有沒有，到夠不夠的反思：性平法走過 15 年的高中職校園〉，88：23-25。

謝小芩〈性別平等教育的新功課〉，88：26-29。

周雅淳〈「自我保護迷思」在花蓮：一個多重身分教育者的現場觀察〉，88：30-34。

張明旭〈性別平等教育面對的困境：第一線的回饋與觀察〉，88：35-38。

張宸禕〈性別平等的日常與實踐—曾任地方政府性別平等教育業務承辦人的心得筆記〉， 
　　　88：39-42。

李岱霖〈公務體系性別平等教育現況〉，88：43-46。

2. 一般論文

■  文學

林芳玫（2019.04）〈以族群關係掩蓋性別關係：《西夏旅館》、滅種焦慮與厭女症〉，《臺　
　　　灣學誌》18：1-19。

梁慕靈（2019.05）〈論解嚴後江文瑜詩作中女性意識的轉變〉，《臺灣詩學》33：143-182。

賀昌盛（2019.05）〈新文化運動時期「費小姐」的爭得、護持與「出讓」──以魯迅的《娜拉
　　　走後怎樣》為綫索〉，《南國學術》2019（2）：321-327。

張盈堃（2019.09）〈引言：女鬼與性別顛覆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110-111。

陳秀華（2019.09）〈從女鬼出發觀看性別間的矛盾與衝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112-
　　　115。

謝坤權（2019.09）〈地縛靈與遊魂─女鬼超越性與逃逸路線〉，《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　
　　　116-121。

鐘尹萱（2019.09）〈圖畫書中的女鬼媽媽與母職探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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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王 秀 雲（2019.04）〈「 不 男 不 女 」： 臺 灣「 長 髮 」 男 性 的 治 理 及 其 性 別 政 治， 
　　　1960s~1970s〉，《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12：99-146。

平雨晨（2019.04）〈臺韓跨國婚姻生活中的浪漫愛轉變〉，《婦研縱橫》110：72-81。

陶宏麟、邱于恆（2019.04）〈貪腐容忍的性別差異〉，《調查研究》42：83-123。

鄭珮宸（2019.04）〈從女性勞動參與的模式勾勒父權：瀨地山角（Kaku Sechiyama）教授演 
　　　講紀實〉，《婦研縱橫》110：82-89。

林麗珊（2019.05）〈警察招考男女體測標準一致之正當性初探〉，《警察行政管理學報》 
　　　15：17-36。

郭玟蘭、吳迅寬、林正昇、蔡協利（2019.05）〈藥癮者跨國婚姻文化適應教育團體初探〉， 
　　　《矯政》8（2）：118-156。

崔艾湄（2019.06）〈軍隊助人者協助多元性別從軍者的輔導困境與挑戰：性別觀點的分析〉， 
　　　《復興崗學報》114：127-156。

陳雅惠（2019.06）〈臺灣地區工作自主性與收入關係之性別差異分析〉，《勞動及職業安全 
　　　衛生研究季刊》27（2）：98-115。

黃斐新（2019.06）〈WECF「塑膠、性別與環境」研究報告：生態女性主義的關懷〉，《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87：101-103。

顏詩怡（2019.06）〈社會建構、暫行特別措施與交叉歧視：走向落實婦女人權的深水區〉， 
　　　《臺灣人權學刊》5（1）：113-118。

劉仲矩、郭柏辰（2019.07）〈手機 Siri 語音智能價值及性別差異之研究〉，《商學學報》 
　　　27：107-129。

趙淑美（2019.08）〈2018 公投案之公民意識與性別平權意識──全民公投與空軍官校的比 
　　　較〉，《空軍軍官》207：52-64。

宋瑞文（2019.09）〈日本老同運動的考量與實績〉，《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74-77。

張盈堃（2019.09）〈引言：找尋城市中的性別地景，一起來個性別小旅行吧！〉，《性別平 
　　　等教育季刊》88：132-133。

廖浩翔（2019.09）〈用性別的視角，看見不一樣的風景──實際小旅行範例〉，《性別平等 
　　　教育季刊》88：134-135。

劉思伶（2019.09）〈二十一世紀裡，被抹去的性別生命經驗──以馬來西亞Mak Nyah為例〉，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66-73。

霍汝銘（2019.09）〈被分割的空間、被宰割的性別──談香港居住「劏房」女性的空間經驗〉，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59-65。

謝佩珊、周博仁、鍾念蓁、張盈堃（2019.09）〈性別風景明信片〉，《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8：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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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

高鳳仙（2019.04）〈從全球到臺灣性別暴力防治的成功策略與前瞻〉，《月旦法學》287： 
　　　166-191。

鄭瓊月、楊慧珍（2019.05）〈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案例分析與實施現象探討〉，《華人前瞻研 
　　　究》15（1）：1-11。

尤修鴻（2019.06）〈性騷擾怎麼不關雇主的事？──職場性騷擾雇主損害賠償案件之「合理 
　　　被害人」與「脆弱性」理論〉，《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7：70-76。

伍維婷（2019.06）〈雙人成舞？性別團體在當代中國拓展政治空間的策略：以三個性別團體 
　　　推動反家暴立法為例〉，《中國大陸研究》62（2）：41-69。

伍維婷（2019.06）〈繼續前進，促成真正落實 CEDAW：評 CEDAW 第三次國家報告審查〉， 
　　　《臺灣人權學刊》5（1）：107-111。

李采俞（2019.06）〈籠中鳥的呼救？──精神障礙被害者與乘機性交判決〉，《性別平等教 
　　　育季刊》87：77-85。

侯岳宏（2019.06）〈雇主對職場性騷擾之行政責任──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4 年度簡上 
　　　字第 16 號判決評釋〉，《臺北大學法學論叢》110：227-269。

洪偉修（2019.06）〈婚姻移民女性的性別平等──以最高法院一則判決為中心〉，《性別平 
　　　等教育季刊》87：64-69。

范勝雄（2019.06）〈《RBG：不恐龍大法官》──女權及性別平等演進之反思〉，《性別 
　　　平等教育季刊》87：86-89。

徐婉寧（2019.06）〈職場性騷擾之損害賠償責任：臺日比較法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學 
　　　論叢》48（2）：439-489。

陳品旻（2019.06）〈訴訟參與權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困境──由性別暴力犯罪談起〉，《刑 
　　　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21：59-70。

彭治鏐（2019.06）〈失落篇幅、妝點粉飾：以同志觀點檢視 CEDAW 第 3 次國家報告〉，《臺 
　　　灣人權學刊》5（1）：119-124。

顏玉如（2019.06）〈婦女人權公約的倡議與轉化：簡析臺灣落實 CEDAW 國家報告與審查 
　　　歷程〉，《臺灣人權學刊》5（1）：99-105。

賴怡欣（2019.08）〈論要派單位與派遣單位之工作場所性騷擾損害賠償責任──兼評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523 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勞訴字第 126 
　　　號判決等民事判決〉，《軍法專刊》65（4）：141-158。

王育章（2019.09）〈法律中的未成年人能動性？──從無罪判決看刑法 227 條第 3 項的保護 
　　　主義〉，《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102-109。

陳雅齡（2019.09）〈強暴與浪漫異國戀之間「不公正的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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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張如慧（2019.04）〈大學生跨文化能力涵養之研究──以卑南族除草祭互動電子繪本製作歷 
　　　程為例〉，《教科書研究》12（1）：39-68。

劉筱惠、方志華（2019.04）〈性別主流化融入學校課程的意義探究：三位國小校長的理解與 
　　　實踐〉，《課程與教學》22（2）：79-106。

張藝寶（2019.05）〈性少數學生之校園處境──多元文化教育疏漏之景〉，《教育與多元文 
　　　化研究》19：71-107。

黃寶嬋、何青蓉（2019.05）〈新住民女性知覺社會支持、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與自我效能關係 
　　　之研究〉，《教育學誌》41：49-114。

吳燦宏（2019.06）〈男生排一排、女生排一排？──從幼兒園教師角度看性別〉，《性別平 
　　　等教育季刊》87：48-51。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編輯團隊（2019.06）〈繼續前行 vs. 調整步伐：公投後的性別平等教育特 
　　　別報導（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04-105。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編輯團隊、廖浩翔、張盈堃（2019.06）〈忽略性別的科技？《設計我們的 
　　　世界──科技性別化創新》展覽報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57-59。

林宗洧、張盈堃、廖浩翔、姜貞吟（2019.06）〈面對性平教育，多元的家長立場〉，《性別 
　　　平等教育季刊》87：119-126。

胡琇涵（2019.06）〈權力關係下的性別僵化──幼教現場的陽剛女性幼教師〉，《性別平等 
　　　教育季刊》87：41-44。

孫子靖、陳振豪（2019.06）〈邁向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臺美同志家庭經驗之我見〉，《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87：127-129。

徐維澤（2019.06）〈幼兒園不該落入性別刻板再製的戰場〉，《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 
　　　54-56。

張盈堃（2019.06）〈不敢正視校園性霸凌問題，你我都是潛在的幫兇〉，《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87：4-5。

張盈堃（2019.06）〈國際焦點與臺灣反思引言：幼兒園的性別觀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7：32-33。

張凱程（2019.06）〈男性教保服務人員的性別反思〉，《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45-47。

張德勝（2019.06）〈東華天空有彩虹：升彩虹旗典禮活動的辛／欣路歷程〉，《性別平等教 
　　　育季刊》87：114-118。

陳韻如（2019.06）〈翻轉男性氣概？提供居家托育服務的男性〉，《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7：37-40。

陳艷紅（2019.06）〈我溫柔，我革命〉，《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33-137。

112

研究資訊

婦研111期-未封裝.indd   112 2019/10/30   下午2:32



葉念祖（2019.06）〈從全球保安策略映照臺灣部分家長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擔憂：評介藍佩嘉 
　　　“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30-132。

葉念祖、林依瑾（2019.06）〈年輕世代的性別教育藍圖：情感教育學生論壇的觀察與紀錄〉，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60-63。

蔡妙卿（2019.06）〈性平事件後──輔導處遇暨性平教育八小時課程之實務分享〉，《性別 
　　　平等教育季刊》87：107-110。

鄭宇博（2019.06）〈汽車與美人魚：幼兒園課程中觀察到的性別差異〉，《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87：52-54。

魏素鄉（2019.06）〈你的、我的、他的「家」都很可愛〉，《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11- 
　　　114。

江芷均、林芝宇、徐偉佾、黃娉婷、陳嘉興、陳怡婷、張心睿、楊昀蓁、劉品瑛、羅云普、 
　　　戴綺儀、蘇若萍（2019.09）〈彩虹魯道夫──一堂社會運動研究課的實踐〉，《性別 
　　　平等教育季刊》88：80-83。

沈怡如（2019.09）〈被開啟的性別之眼，不負青春〉，《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78-79。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編輯團隊、廖浩翔、張盈堃（2019.09）〈性平教育推動的重要螺絲釘── 
　　　央團教師座談會紀實〉，《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128-131。

林怡君（2019.09）〈從板中男裙看到學生推動性平的溫暖及勇氣〉，《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8：51-53。

徐維特（2019.09）〈讓多元聲音灑進晨光：劉昭儀分享晨光幫幫忙〉，《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8：56-58。

張簡宛儀（2019.09）〈十年有成、共襄盛舉── 107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研討 
　　　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54-55。

鄭子薇、王紫菡（2019.09）〈「歡迎光臨我的家」：認識多元性別與多元家庭系列活動報導〉，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8：47-50。

■  歷史

北村嘉惠（2019.05）〈試探臺南新化楊罔之生命歷程：20 世紀前期臺灣女性的就學 
　　　與教育經歷〉，《歷史臺灣》17：7-32。

何 珮 瑩（2019.06）〈 初 探 中 世 紀 女 性 思 想 家 聖 賀 德 佳（St. Hildegard von  
　　　Bingen）〉，《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90-94。

高子衿（2019.06）〈歷史的異議解讀與批判性擴散──「電子規訓之失能／性別與性 
　　　異議者討論會」紀實〉，《現代美術》193：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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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晉豪（2019.06）〈妾身敢作未亡人？──明寧靖王從死五妃史事的性別與社會史分 
　　　析〉，《成大歷史學報》56：43-89。

王岫林（2019.07）〈「材質為體，名教為用」──魏晉對士族女性性別思維的建構〉， 
　　　《高雄師大國文學報》30：67-101。

■  醫學

黃筱晶、何縕琪（2019.04）〈智慧科技於護理人員性別素養培育之運用〉，《護理雜誌》 
　　　66（2）：29-35。

顏芳姿（2019.05）〈影響女性婚姻移民的醫病權力關係──民族誌的評估〉，《人文社 
　　　會與醫療學刊》6：47-91。

劉齡雅、吳宗泰（2019.05）〈被照顧者亦是照顧者──性別視角看見健康不平等〉，《醫 
　　　療品質雜誌》13（3）：72-75。

■  藝術

黃斐新（2019.04）〈像女性主義者那樣跳舞：性別、教育與舞蹈劇場〉，《婦研縱橫》 
　　　110：66-71。

陳明惠（2019.06）〈性別、科技、藝術──兼論林珮淳的夏娃克隆與當代美學〉，《藝 
　　　術家》529 ：200-205。

蔣嘉惠（2019.06）〈未來的性別──臺灣館「3×3×6」於威尼斯雙年展開幕〉，《藝術家》 
　　　529：146-149。

何春蕤（2019.08）〈激情的驚駭美學──引自溫情與驚駭：當代臺灣刺青性別與階級的 
　　　位移〉，《藝術認證》87：28-37。

幸佳慧、馮季眉（2019.09）〈走進繪本《蝴蝶朵朵》的世界〉，《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8：84-87。

諶淑婷、洪文龍（2019.09）〈繪本《蝴蝶朵朵》的作者與繪者專訪〉，《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88：88-93。

■  體育

陳美如、鄭鈺郿、黃世傑、林夢蕙、林郁沛（2019.06）〈應用跨理論模式探討辦公族運動習 
　　　慣之性別差異〉，《北市醫學雜誌》16（2）：138-147。

章勝傑、溫卓謀（2019.06）〈臺灣水肺潛水休閒運動之性別差異後設分析研究〉，《運動休 
　　　閒管理學報》16（2）：32-54。

114

研究資訊

婦研111期-未封裝.indd   114 2019/10/30   下午2:32



■  心理

林嘉歆（2019.04）〈憂鬱症女性主要家庭照顧者所面臨的持家壓力〉，《諮商與輔導》 
　　　400：38-41。

謝齊宏（2019.04）〈以女性主義治療的視野看哀傷剝奪的情形〉，《諮商與輔導》400：31- 
　　　34+37。

邱珍琬（2019.06）〈女性主義在女性成長團體的運用與體驗──團體實務工作者的觀察〉，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95-100。

歐真余、簡振宇、王俞閔、鄧雅娟、黃政昌（2019.09）〈「性別重置術前評估」的內涵與方 
　　　式之探討〉，《諮商與輔導》 405：51-57。

三、會議論文

■   2019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聯合成果討論會 2019.3.29

（主辦：科技部；承辦：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地點：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于漱，不同性別護理師之職涯發展軌跡與留任意願研究：整體性、縱貫性的觀點。

方基存，性別、知識、身體與權力：探討教學門診中醫學生的關懷教育。

王大維，大學校園異性戀盟友的認同發展與實踐。

王仁宏，國軍空勤人員適應空間迷向模擬機訓練之性別差異與能力量測。

王志嘉，建構以性別相關案例為導向，整合醫學倫理、法律、性別、人文面向之醫學教育教 
　　　科書之研發。

王麗容，性別化照顧、代間契約和照顧風險對照顧體制發展的意涵。

王麗容，校園性侵受害者受創與處置「體制背叛」觀點分析。

田意民，中文角色名詞的潛在語意分析顯現性別刻板印象。

成令方，性別主流化中醫師專業的性別關係。

朱如君，辯證思維法與問題解決取向教學策略在工程教育上的應用：女性工程師之辯證思考 
　　　能力／整體信念與其情緒覺受、學習態度及學習成就之關係。

吳佩芳，發展障礙青年與成人的性別教育課程邁向婚姻與生育之路。
 
吳欣蓓，分離夫妻的美麗與哀愁：職家衝突的交互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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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淑妤，女性毒癮者懷孕生產經驗及其影響調查。

李中一，建立糖尿病性別差異性健康照護決策支援系統。

李俐慧，行為需求導向之交通轉運站性別友善公共廁所設計研究。

李俐慧，性別友善鄰里公園之產品環境設計研究：高齡者群集社交行為之性別特質取向。

李淑杏，接受生殖技術治療懷孕夫妻孕期性健康性別差異與照護需求第二年。

李淑貞，探討不同性別家庭照顧者在縣市政府核定補助移轉位輔具後之運用問題：以新北市 
　　　為例。

李絳桃，運用 SPOC 創新教學於護病性溝通線上課程之研發與測試。

李絳桃，驗證具性別敏感度之婦癌性健康衛教模式之成效：以子宮頸癌婦女性健康衛教介入 
　　　前瞻性隨機控制研究為例。

周瑛琪，運用線上社會支持建構多元性別線上學習之友善環境。

怡懋．蘇米，東部原住民老年女性跨文化照顧融入性別服務學習之成效研究。

林志潔，玻璃天花板之突破與我國性別工作平等促進法之再造──以中高階白領女性之職場 
　　　平權為核心。

林昀嫺，同性伴侶成家權：審議民主之研究。

林嘉德，住院醫師工作設計、工作結果及性別主體效應。

林維祥，性別差異在急性心衰竭──一個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柯志鴻，經期前情緒障礙症黃體末期睡眠障礙之神經心理內分泌機轉。

柯慧貞，青少年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之性別差異分析。

范佩貞，分析臺灣醫學生性別與專科選擇意向及實際需要的關係研究。

徐珊惠，再現傷殘身體：不安定的真實女性運動員身份。

張秀如，停經婦女與伴侶的健康指標：性功能及膀胱過動症。

張明鈴，探索性別對三大本土慢性肝病的影響：基於人與動物模式的聯合研究。

張婷婷，性別角色取向對職家衝突之研究。

張詠菡，臺灣資訊科技業性別區隔現象與重男輕女文化研究。

梁有志，醫學檢驗領域大專學生畢業後之職業選擇、職業工作特性與職涯成就探討：性別角 
　　　色與世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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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佳蓉，社經弱勢和健康的性別差異：臺灣低收入戶兒童少年追蹤調查。

莊佳蓉，關於陰柔陽剛氣質、恐同、身體意象的歧視和內化：對青少年社會網絡位置和精神 
　　　健康的影響。

莊慧玲，臺灣高科技製造業之性別薪資差異與就業區隔之實證研究。

許雅斐，科研轉向與性別平等：德國性少數的除罪化歷程。

許雅斐，優生學與性別：德國性管制啟示錄。

陳良城，神經穩定療法於手肘尺神經病變之長期療效。

陳昇鴻，董事會性別多元化對跨國併購後績效的影響全球銀行的實證分析。

陳明石，探討性別化創新於公園公共廁所之通用化設計。

陳明惠，從數位女性主義觀點探討自 2000 年以來臺灣科技藝術中的性別議題。

陳建州，醫學系男女學生的職業生涯想像差異與影響因素。

陳淑卿，存活照護計畫於晚期口腔癌多元族群女性主要照顧者復原力之研究趨勢、建構介入 
　　　模式與縱貫成效評值第二及三年。

彭渰雯，異性戀主義下性少數（LGBT）大學教師的學術勞動處境。

曾雅玲，提昇護理學系師生實習性騷擾防治知能：數位學習平台之建置及其成效評量。

游素玲，臺灣身障女性的身體書寫：印記、再現與能動力。

辜崇豪，解殖性別化自然：湘尼穆圖《夜花仙人掌》。

黃三原，由多元性別差異分析安非他命成癮者之生物因子、免疫體質、人格特質、生活品質 
　　　及環境等相關危險因子。

楊幸真，性別主流化與醫學教育：發展性別能力指標與融入精神醫學臨床實習課程。

廖珍娟，從探討接受加護照護之創傷病人經驗的性別差異來發展適性的心理社會介入措施。

趙蕙鈴，在多元文化家庭觀中促進學齡前期子女之父親角色意識與研發父職教育教材。

蔡孟哲，青少年發展資產與體重軌跡關係中的性別變異心理與行為影響的長期分析。

鄭江宇，以非干擾式網站流量分析法探究性別分歧之網路行為差異及其對策：理論模式發展、 
　　　長期觀測與方法比較。

鄭孟淙，應用性別化創新於公共流動廁所之設計與檢證。

鄭聖敏，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領域就業女性生涯發展之研究──以製造業女性領導者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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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小芩，另類教育中的性別與科學學習以一所華德福學校為例。

謝奇明，女性職業軍人「壓力、休閒、健康」三部曲：以延伸性休閒與健康模式觀點解析。

簡瑛瑛，性別與科技越界臺灣女性新媒體藝術研究。

魏惠娟，高齡者活躍老化功能性體適能訓練方案規劃與性別差異高齡友善之課程發展、執行
　　　與成效評估。

■   「新生殖科技與全球組裝：亞洲比較觀點」國際研討會 2019.5.17-5.18

（主辦：國立臺灣大學亞洲比較研究中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Stine Willium Adrian，Why Men Freeze: Masculinity, Reproduction and Kinship.

Jung-Ok Ha，Pregnancy and Birth Transaction in Korea: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Intention of Parenthood.

Sunhye Kim，Making a ‘Korean Baby’ Using ‘Taiwanese Eggs’: Reproductive/Race Politics  
　　　in Transnational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 Industry.

Minori Kokado，Who Can Use ART?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Debate in France over the  
　　　Revision of the Laws Governing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Wenmay Rei，Between Motherhood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n Search of a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Surrogacy.

Sharmila Rudrappa，Migration and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The Case of Ind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Middle East.

Yukari Semba，Abolishment of Donor Anonymity: What Can Jap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Victoria Stat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alissa Kay Shaw，Doctors as Moral Pioneers: Improvising Ethics i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Clinics in Colombia.

Chiaki Shirai，How to Design a Baby: The Criteria Japanese Women Use to Select Egg Donors.

Azumi Tsuge，How do People Perceive Gametes and Embryo? Two Questions for Feminist Logic.

Andrea Whittaker，Mobility, Reproduction and Transvaluation in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in South  
　　　Eastern Asia.

Chia-Ling Wu，Governing Disrupted Reproduction in East Asia: The Multiple Faces of Multiple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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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台灣女性學學會「脆弱性與能動性」年度學術研討會 2019.9.28

（主辦：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台灣女性學學會；協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台灣文學系系館）

方念萱，我們是一體、要看我就看：親密伴侶監控分析。

王笛，從工廠到舞台：中國後社會主義時期「大媽」的生活變遷。

王穎，行走在不被稱為「人生」的生命裡：重思生命政治論述與後民權時代美國南方非裔貧 
　　　民的行動處境。

王儷靜，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性別平等教育：危機、轉機與未來性。
 
丘偉榮（Wai Weng Hew），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eiling: Middle Class Morality and Female  
　　　Muslim Agenc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伍維婷，雙人成舞？性別團體在當代中國拓展政治空間的策略──女性主義官僚形成的可 
　　　能。

何思瑩、柯志哲，性別化的傷疤效果？檢視非典型工作對於臺灣就業者日後進入典型正職可 
　　　能性的影響。

余貞誼，More Work for Mother：從新聞媒體再現來探究資訊溝通科技下的新母職藍圖。

吳心越，「我們這種年紀的人」：中國養老護理員的勞動生命流轉。

吳克威，集結／解散？──脆弱性的情感動員與世代政治論述。

吳育珊，動物輔助治療的專業化位階與醫療拓邊的能動性之探究──以臺灣狗醫生為例。

吳東翰，裹足而前：《桂花巷》的女性身體改造與能動性。

沈秀華，「狼性」中國夢、「陽剛」中國因素：一個女性主義的初探。

周寅彰，女人院：姜貴《重陽》的女人身體與生命政治。

林妤，人、動物與社會處境：臺灣現代詩的身體和感知。

林津如，從殖民創傷中復原：原住民族女性的災後重建之路。

林書怡，離散與連結，性歡愉作為一種抵抗。

林浩立，Ali‘i Nui Wahine：書信中的夏威夷女性領袖身影。

林雅萍，知識的不正義及其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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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憶、周玟琪，全人照護醫者之殤──探討我國精神科醫護人員因應病人暴力風險管理之 
　　　職業安全現況與問題。

邱大昕，如果海倫凱勒是生在臺灣。

邱令潔，我來，我見，我突破：《睡美男》的女性凝視和身體。

邱琡雯，離返、留守與性別規範：1960-70 年代嘉義大林的沖繩返回女工。

姜貞吟，性別與政治參與：以地方選舉為例。

紀大偉，脆弱性，能動性，從同志文學到身心障礙文學。

胡郁盈，同婚運動構框中的「同志」與「國家」。

唐文慧，從呂秀蓮到蔡英文：臺灣的婦女運動、女性參政與社會政策。

孫嘉穗，隨著慰安婦的故事巡走：博物館、媒體與網絡串聯。

張君玫，從分子演化的觀點看性別的脆弱。

陳定良，基礎建設的介面思考：在全球南方重構性別、科技與軍事批判。

陳宜倩，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Taiwan  
　　　and Japan.

曾瑞彬，老無效？：脆弱性於南臺灣農村的民族誌研究。

游美惠，性別平等教育在臺灣：相關爭議的探討與評析。

黃克先，底層女性的「家」與無家之後：性別、親密關係與工作貧窮。

黃孟雯，西裝與香花：戰後初期臺灣「穿褲的」女性的身影。

黃長玲，中國崛起與臺灣企業治理的性別不平等。

黃淑玲，國家女性主義的基石？再探婦運與國家的社會資本。

勤定芳，家、傳統與自我：臺灣同婚辯論裡的脆弱異性戀敘事。

楊芳枝，“Coming Home”: Regulating Intimacy as/and Empire Build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rket.

廖珮如，「爸爸媽媽不見了，爺爺奶奶消失了」：建立超連結全球反性別運動。

趙恩潔，女身、象徵資本與皮爾斯符號學：清真化妝品與禮拜前儀式潔淨爭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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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蘭，如何用 Grosz 的性差異概念，思考跨性別身體的能動性？

潘美玲，流亡印度的西藏婦女地位的變遷。

蔡承宏，一個情感轉向的女性主義論述：自我與受傷害。

蔡旻螢，瞄不準的戰爭技術與現代性經驗：臺北大空襲下的身體經驗與情感反應。

蔣琬斯，中學教師推動同志教育之挑戰與回應策略。

蕭靖融，國中「性教育」教師的培育現況與教學困境──以性別平等的觀點出發。

戴瑜慧，家庭價值與文化統戰的匯流：中國崛起下臺灣影視資本如何西進。

鍾昀珊，反救贖：凌煙《寄生奇緣》的賽伯格身體。

顏妤安，高中生涯規劃課本中的障礙與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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