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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020年 10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劉芷妤著（2020.04）《女神自助餐》，臺北：逗點文創結社。

劉冠吟著（2020.05）《女子力不是溫柔，是戰鬥再簡單的小日子，也需要挺身前進！》，臺 
　　　北：大好書屋。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著；徐立妍譯（2020.06）《繞頸之物》，臺北：木馬文化。

Allan B. Chinen 著；舒偉、丁素萍譯（2020.06）《喚醒世界：女性和英勇女性特質經典故事》， 
　　　臺北：天衛文化。 

Barbara G. Walker 著；葉旻臻譯（2020.06）《醜女與野獸：女性主義書寫的經典不朽巨著， 
　　　顛覆你所認識的童話故事》，臺北：一起來出版。

又仁著（2020.08）《我娘》，臺北：逗點文創結社。
 
Margaret Atwood 著；陳小慰、謝靜雯譯（2020.08）《使女的故事》，臺北：天培。

Julia Phillips 著；葉佳怡譯（2020.08）《消失的她們》，臺北：遠流。

■  歷史

洪郁如、游鑑明等著（2020.03）《性別與權力》（臺灣史論叢：女性篇），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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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著（2020.05）《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

劉仲康、鍾金湯著（2020.06）《顯微鏡後的隱藏者：改變世界的女性科學家》，臺北：臺灣 
　　　商務。

Sarah Rose 著；呂奕欣譯（2020.06）《D-Day 女孩：以柔克剛的間諜故事，二戰中擊敗納粹 
　　　的祕密武器》，臺北：麥田。

張戎著（2020.07）《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 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 
　　　國現代史》，臺北：麥田。

Andrea Gabor 著；蕭寶森譯（2020.07）《愛因斯坦的太太：百年來女性所遭遇的挫敗與建樹》， 
　　　臺北：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Gavin Francis 著；林金源譯（2020.10）《變形記：一部醫學與人體變化的文化史》，臺北： 
　　　木馬文化。

■  人文社會  

Kate Kaufmann 著；趙盛慈譯（2020.04）《不當媽會怎樣？無後生活的 N 種可能》，臺北： 
　　　網路與書出版。
 
Matthew Todd 著；王曼璇譯（2020.04）《當彩虹昇起：LGBTQ 平權運動紀實》，臺北：時 
　　　報出版。

王道維、李懷恩等著（2020.05）《當耶穌遇見同志》，臺北：真哪噠。
 
C. J. Pascoe 著；李屹譯（2020.05）《你這個娘炮：校園與同儕如何建構青少年的男子氣概？ 
　　　拆解陽剛氣質、性、身體的社會學新思考》，臺北：野人。

張紅歷著（2020.06）《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臺北：財經 
　　　錢線文化有限公司。

崔乘範著；龔苡瑄譯（2020.07）《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臺北：EZ 叢書館。

陸潔玲、孫珏編（2020.07）《抗命女聲》，臺北：新銳文創。

Jean-Michel Billioud & Sophie Nanteuil 著；梁若瑜譯（2020.07）《我是誰我決定》，臺北： 
　　　愛米粒出版。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著；邵愛倫譯（2020.07）《男性建構的世界：我們的雄性本位文化》， 
　　　臺北：暖暖書屋。

Caroline Criado Perez 著；洪夏天譯（2020.07）《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 
　　　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臺北：商周出版。

Leonard Sax 著；洪蘭、丁凡譯（2020.07）《養男育女調不同》，臺北：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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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 Denfeld 著；劉泗翰譯（2020.08）《是誰背叛了女性主義：年輕女性對舊女性主義的挑 
　　　戰》，臺北：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Heather Mac Donald 著；黃庭敏譯（2020.08）《美國多元假象：一味迎合種族和性別議題， 
　　　使大學沉淪，並逐漸侵蝕我們的文化》，臺北：八旗文化。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著（2020.09）《阿媽的女朋友：彩虹熟女的多彩青春》，臺北：大塊 
　　　文化。

Mason Currey 著；莊安祺譯（2020.09）《她們的創作日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Dr. Phoebe 著（2020.09）《美國女子學：# 凍卵 #MeToo # 瘋狂的矽谷媽媽：看美國女人如何 
　　　破關打怪，為不完美的自己而戰！》，臺北：時報出版。

■  教育

Warren Farrell & John Gray 著；洪翠薇譯（2020.04）《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 
　　　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臺北：三采。

盧河延、申淵淀等著；林坤譯（2020.07）《爸媽的第一本不尷尬性教育指南：減少衝突的 70 
　　　堂性觀念 X 性暴力關鍵對話課，跟錯誤百出的「網路老師」說 bye-bye》，臺北：台灣 
　　　廣廈。

Ashley Mardell 著；李斯毅譯（2020.09）《性別是彩虹色的嗎？ 39 位多元性別者的認同歷程、 
　　　112 個 LGBTQIA+ 關鍵字、探索性別光譜，認識性少數、性別多樣化，給青少年的最 
　　　友善性別教育讀本》，臺北：小麥田。

劉育豪著（2020.10）《我有兩個媽媽》，臺北：尖端出版。

■  生物  

Richard O. Prum 著；鄧子衿譯（2020.06）《美的演化：達爾文性擇理論的再發現》，臺北： 
　　　馬可孛羅。

■  藝術 

Jim Elledge 著；朱崇旻譯（2020.04）《亨利 ‧ 達格，被遺棄的天才，及其碎片：集純真與 
　　　褻瀆於一身的非主流藝術家，無人知曉的癲狂與孤獨一生》，臺北：麥田。

王安祈著（2020.05）《性別、政治與京劇表演文化》（增修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

李世暉、鄭聞文著（2020.07）《他與她的飛行：宮崎駿與日本動畫美少女的戰鬥情結》，新 
　　　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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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障礙者的性／別研究與教育──論述、倡議與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2020.03）90。

張盈堃〈看見障礙者的性權：避免無感也無情的灰色維度〉，90：4-7。

陳伯偉、周月清〈還我性權──讓性 empower 障礙者〉，90：13-15。

周月清〈還我性健康權，而非只給我「性教育」──智能障礙青年性權意識介入方案簡介〉， 
　　　90：18-25。

顏芝盈〈反思智能障礙學生性教育實作：以國中特教場域為例〉，90：26-31。

郭惠瑜〈不要干涉我的子宮：還給身心障礙女性生育權〉，90：32-35。

遲恒昌〈「每個人都需要自己的旅行」──從《人生最棒的旅程》討論障礙者的性／觀光〉， 
　　　90：36-38。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特殊教育之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相關教材說明〉90：44- 
　　　46。

張盈堃〈檢視障礙與性教育相關文本與參考資源〉90：47-54。

張盈堃〈從行政推動與教學實務面向談 CRPD 與障礙者的性別平等教育：專訪教育部學生事 
　　　務及特殊教育司陳清風專員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林千惠院長〉，90：55-61。

黃俐雅〈殘缺的菩薩、母職的修行：我的重障兒的性與性權〉，90：70-73。

■  「考古學裡的性別研究」，《婦研縱橫》（2020.04）112。

江芝華〈考古學裡的性別研究〉，112：6-9。

内田純子〈城市化與性別化社會──以殷墟為例〉，112：10-21。

鍾國風〈性別身份的文化形成過程：阿美族 Lidaw 社船祭成年禮的性別考古學視野〉， 
　　　112：22-31。

柯渝婕〈愛美是女人的天性？重思蔦松遺址中的「裝飾品」陶環〉，112：32-39。

盧柔君〈故事與說故事的人：日本考古學論域中性別觀的更迭與限制〉，112：40-53。

林圭偵〈不存在的邊地婦女〉，112：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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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論文

■  文學

洪懿蓮（2020.06）〈性別認同的虛擬實踐──臺灣輕小說《1/2 王子》裡的性別操演〉，《中 
　　　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24：129-159。

■  社會

王增勇、郭孟佳（2020.03）〈歷史創傷與原住民族社工的實踐：如何以故事解讀原住民族家 
　　　庭暴力？〉，《社區發展季刊》169：271-284。

王慧玲（2020.03）〈檢視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實踐與反思：一位女性原住民事務官的敘 
　　　說〉，《社區發展季刊》169：37-62。

莊佩芬（2020.03）〈阿嬤說月經：以後現代敘事取向看見多元月經意義〉，《輔導季刊》56 
　　　（1）：39-49。

劉千嘉、章英華（2020.03）〈原漢通婚家庭中雙裔子女的族群從屬：子代性別與數量的影響〉，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1）：1-38。

歐陽文風（2020.03）〈亦男亦女，非男非女──論間性人（Intersex）對基督教同志／酷兒 
　　　神學（Queer Theology）的挑戰〉，《玄奘佛學研究》33：75-102。

李玉龍（2020.04）〈淺談陸軍性別統計近況及展望〉，《主計季刊》61（1）：4-14。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編輯室（2020.04）〈「東亞的 #MeToo 運動」國際論壇紀實〉，《婦 
　　　研縱橫》112：88-97。

許碧純（2020.04）〈東亞已開發國家的性別平等、家庭政策對生育之影響：對臺灣的啟示〉， 
　　　《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9（2）：129-142。

許崇憲（2020.05）〈宗教信仰者對同性戀者的態度：檢驗性別歧視的中介效果〉，《教育與 
　　　多元文化研究》21：127-165。

劉長秋（2020.05）〈新型權利視野下的變性權研究〉，《月旦醫事法報告》43：153-170。

何明修（2020.06）〈評《工作的身體性》：從階級到性別的轉向〉，《女學學誌》46：123-132。

吳佳穎、陳端容、黃心慈（2020.06）〈作者回覆：生命末期治療決策代理的性別議題〉，《臺 
　　　灣公共衛生雜誌》39-3：352。

李淑君（2020.06）〈災難、階級、性別：勞動階級女性重傷者及其家庭的高雄氣爆經驗〉，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4（2）：51-71。

翁岱彤、陳冠廷（2020.06）〈淺談婚姻生活知識對智能障礙者之重要性〉，《臺東特教》 
　　　51：1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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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瑜（2020.06）〈障礙與性別的交織：探討小兒麻痺女性母職經驗〉，《女學學誌》46： 
　　　79-122。

陳心怡、唐宜楨（2020.06）〈非法藥物使用者家庭經驗與性別角色社會化研究〉，《聯大學 
　　　報》17（1）：1-22。

楊天盾、熊瑞梅、杜業榮、盧科位（2020.06）〈社會交換視角下的信任──性別與異質性的 
　　　社會資本〉，《歐美研究》50（2）：433-481。

戴正倫、賴郁晴、羅亭雅（2020.06）〈客家祭儀的性別平權〉，《臺灣博物》39（2）：66- 
　　　75。

侯政男（2020.07）〈行動通訊時代下的尋找自我：男同志透過行動定位服務交友軟體的性傾 
　　　向認同探索〉，《性學研究》11（1）：1-20。

劉璧榛（2020.09）〈葛瑪蘭人的巫醫治病：族群認同、改宗糾結與性別意識〉，《人文 
　　　與社會科學簡訊》21（4）：81-88。

■  法律

吳姿慧（2020.03）〈受僱者於「下班後」遭受性騷擾事件與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關係── 
　　　以性別工作平等法「執行職務時」之認定為核心〉，《政大法學評論》160：209- 
　　　282。

侯岳宏（2020.03）〈2016 年至 2018 年間性別工作平等法判決之回顧〉，《月旦法學》 
　　　298：100-112。

張永健、蔣侃學、許菁芳（2020.03）〈誰是法界廖添丁？──法扶律師的量化與質性實證研 
　　　究〉，《法律扶助與社會》4：5-55。

葉德蘭（2020.04）〈改或不改？試論《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法規名稱英譯〉，《婦研縱橫》 
　　　112：64-75。

張小虹（2020.06）〈姑姑的官司：分家析產與姓／性別政治〉，《女學學誌》46：1-39。
 
張文貞（2020.06）〈婚姻、隱私與性別平等──通姦罪違憲的憲法與國際人權法基礎〉，《臺 
　　　灣法學雜誌》392：19-31。

■  教育

平雨晨（2020.03）〈咬一口「毒」蘋果之後：青少女探索性慾望後的難題〉，《性別平等教 
　　　育季刊》90：79-83。

李佩珊、謝百淇（2020.03）〈為弱勢者發聲：高中生之偏見察覺力與旁觀者介入知能課程探 
　　　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8（1）：39-73。

李孟穎（2020.03）〈被忽略的性別角落──社團活動〉，《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0：8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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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軒（2020.03）〈為何出現偏差性行為？論安置機構內孩子的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90：84-88。

林建良、蔡俊彥（2020.03）〈高中科技課程翻轉教學對學習知覺效果的性別差異〉，《科學 
　　　教育學刊》28（1）：1-23。

陳泓瑋（2020.03）〈走進建中，走進陽剛氣質百花園〉，《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0：93- 
　　　97。

蔡蕙如（2020.03）〈性別意識融入醫學大學國文課程之建構與學習回饋分析〉，《通識學刊： 
　　　理念與實務》8（1）：39-73。

平雨晨（2020.04）〈恐怖情人了沒：初探大學生親密關係暴力經驗與性別現象〉，《婦研縱 
　　　橫》112：76-87。

林育陞（2020.04）〈男性自殺成因與現象之探討〉，《諮商與輔導》412：14-17。

李偉敬（2020.05）〈從孫中山的男女平權主張看現代臺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孫學研 
　　　究》28：137-164。

林依瑾、葉念祖（2020.06）〈贏了面子、輸了裡子？反思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會議的性別比 
　　　例原則〉，《中等教育》71-2：66-81。

張佳穎（2020.06）〈我們與「性騷擾」的距離從道德疏離機制看校園脫序之迎新活動〉，《諮 
　　　商與輔導》413：27-29。

劉淑雯（2020.08）〈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與多文本閱讀〉，《中國語文》758：42-47。

鄭章華（2020.08）〈跨領域教學案例探析：以性平議題融入數學為例〉，《教育研究月刊》 
　　　316：92-105。

■  歷史

顏芳姿（2020.05）〈當大陸爺們成為臺灣姑爺：男性陸配隨妻居的遷徙經驗及其男子 
　　　性的展現〉，《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7：61-93。

■  管理

蔡明宏、翁培師、王子綾、張航（2020.03）〈家族企業與集團企業中董事會性別組成對 
　　　公司的影響：績效、研發投資以及現金持有〉，《管理學報》37（1）：35-68。

蘇偉業（2020.03）〈「績效弔詭」是否為不夠「協力」之反映？對〈協力決策後的績效弔 
　　　詭：以性別影響評估和生態度檢核表為例〉之回應與反思〉，《公共行政學報》 
　　　58：127-138。

徐明珠（2020.06）〈知覺關鍵多數與物聯網科技採用──干擾與中介混合模式〉，《中 
　　　華印刷科技年報》2020：14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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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

蔡嘉駿、張家誠（2020.04）〈高齡男性泌尿科疾病治療新趨勢〉，《高雄醫師會誌》28（1）： 
　　　80-83。

張浩峰、施秋蘭（2020.05）〈醫療照護職場之性別平等議題〉，《醫療品質雜誌》14（3）： 
　　　80-87。

陳鈺萍（2020.05）〈順勢生產：生產技術改革的性別議題〉，《臺灣醫學》24（3）： 
　　　305-313。

林詩韻、黃聿斐、沈伯洋（2020.08）〈受監護處分男性精神疾病犯罪者再犯分析〉，《刑 
　　　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25：183-243。

許惠玲、陳伊伶、蕭思美、周雨青、楊燦（2020.08）〈醫學中心高齡門診病患其睡眠品 
　　　質及各項構面之性別差異研究〉，《臺灣公共衛生雜誌》39（4）：427-440。

■  藝術

李博泓（2020.03）〈看見越半婦女的病痛與日常──性別劇場工作坊與演出記錄〉，《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90：15-118。

張盈堃（2020.03）〈劇場作為性別實作的場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0：113-114。

陳冠華（2020.03）〈參與式藝術作為障礙身分認同的重構與社會實踐：以《我是一個正 
　　　常人》為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0：123-125。

黃青鎽（2020.03）〈應用受壓迫者劇場解放性別互動之行動研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0：119-122。

謝欣芩（2020.06）〈空間越界與多重身分：當代臺灣紀錄片中新移民女性的家庭實踐〉， 
　　　《女學學誌》46：41-78。

■  體育

陳齊毅、尚憶薇、紀恩成（2020.06）〈十二年國教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體育教學之探討 
　　　──以合球運動為例〉，《屏東大學體育》6：41-48。

黃偉揚、潘慧雯（2020.06）〈女性運動員參與奧運會的辛酸與榮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學報》9：175-192。

■  心理

鄭弋（2020.04）〈青少年性別不安之思考及提問〉，《兒科最前線》3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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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于涵、蔡美香（2020.05）〈遊戲治療和親師諮詢中性別議題之覺察：諮商心理師觀點〉， 
　　　《輔導與諮商學報》42（1）：27-53。

三、會議論文

■   2020台灣女性學學會「瘟疫、邊界政治與台灣共同體」年度學術研討會  
2020.09.26

（主辦單位：台灣女性學學會；地點：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系館）

于政民，同志形象及認識──如何在醫學知識與實作中被展現與形塑。
 
方念萱，語料庫輔助的線上反串 #Me Too 言說分析：2018 年臺灣社群網路反串性侵受害爆 
　　　料文分析。

王采薇，不同性別東南亞籍外國研究生在臺學習經驗故事。
 
王振圍、陳俊儒，能不能養的性別雙綁──同志收養家庭的子女性別選擇與性別角色教養態 
　　　度。

王穎，倖存／不幸存：初論萊特自傳中的貧窮與種族組裝。

王儷靜，Plug and play?：女性主義教育與線上教學。

平雨晨，我 OK，我也排：排隊買口罩的密集需求回應母職與性別現象。

朱怡臻，「焦慮」在疫情蔓延時：以差異政治觀點探討疫情時代的社會不正義。

李宜軒，基進女性主義論影像性暴力：從親密暴力到商業性剝削，臺灣法該何去何從？

李淑君，睜開「左」眼：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左翼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女性身分、政治系譜 
　　　與行動實踐。

李雪菱，性別覺察提升不是直線發展：小學女教師性別覺察與行動探究。

沈秀華，區域整合的脆弱性：一個女性主義的初探。
 
亞茉哈勇，Melaqi：部落婦女生產經驗。

周月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對您生活的影響：障礙者與其他民眾的比較。

林仕傑，「愛」在心裡口難開──男同性戀愛滋感染者污名身份揭露策略。

林苗玄，開門！營業！：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中，營業空間的空間生產與空間再思。

林雅萍，獻身不現身：親屬間活體肝臟移植的家庭、性別政治與女性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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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徹俐，論黎紫書《野菩薩》中性別形象的不對等與國族寓言。

施昱如，同志在醫療場域：「現身」的考量、策略與協商初探。

胡郁盈，斷裂的家國連續體：婚姻平權運動中非常規親密關係的定位。

張君玫，病毒微政治動態。

張君玫，體現尺度：蓋婭的情動政治。

張盈堃，落實性平教育還是虛應了事：幼兒園性平教育的困境。

張淑卿，成為護理系學生與公共衛生護士：周美玉的早年經驗，1910~1937。

張德勝，異同對話：當異性戀樂齡者聽到老年同志故事。

曹正昌，建構社區女性藥癮者之社工處遇模式。

郭宇欣，家醜如何不外揚？探討基督教會內性暴力事件的處理困境。

陳乃嘉，「讓世界看見臺灣」看什麼？同志、WHO 和怪奇的臺灣。

陳文珊，反送中運動的五十道陰影。

陳世宗，子宮頸癌、女性身體與現代醫學的多重交織：行動者網絡理論之分析取向。

陳伯偉，「我家也有陳時中」：COVID-19 下障礙者的社會困境與防疫經驗。

陳怡蘋，介於有家與無家之間——臺灣無家女性「感覺在家」的程度與收容設施的互動關係。

陳俊亦，社群媒體時代對於隱私權之再思考：從親社會觀點談性／別。

陳盈棻，防疫治理與共同體裂解／形塑：香港與臺灣每日疫情記者會比較研究。

陳胤安，饒恕與正義有可能嗎？反思性侵犯受害者在基督教脈絡中的困境。

彭康家，以「社會交往」作為方法：臺灣當代影像創作者對於同志運動之文化實踐。

游美惠，社交距離：從防疫教育到情感教育。

黃彥瑄，聲氣相投：科技女性主義下的 Goodnight 聲音交友軟體研究。

楊幸真，自主管理：後疫情時代的線上學習與性別越界。

楊芳枝、麥樂文，當女性主義面對種族主義理論的旅行。

廖曉瑩，敵人的敵人都是盟友？二十一世紀臺港命運共同體想象與反思。

趙恩潔，在怪物世防疫：Science Magazine 中的科學醫學與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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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迷因、陰謀論、酷兒偏執：疫情中的情感共同體。

劉柔岑，我們直面月經了嗎──臺灣女性生理用品廣告之變革（1970~2018）。

劉維瑛，是誰的牌坊：以臺郡節孝局史料為例。

蔡承宏，公民身分作為當代反貧窮政策的排除機制──批判與重構。

鄭如玉，多麗絲・萊辛太空小說中的退化性疾病。

鄭如玉，瑪格麗特・愛特伍《浮生錄》中的晶體影像與偽造的力量。

鄭潔，一位鄒族年輕女性的解殖之路。

蕭宇，臺男悲歌？——「工具人」與「回收業者」論述中的厭女邏輯與陽剛焦慮。

賴以瑄，後傳統性別主體建構：臺灣公共電視實境節目《阮三個》。

賴昀君，韓國現代厭女現象研究——以 2019 年藝人自殺事件為中心。

戴瑜慧，當阿中哥哥遇上飯圈女孩：性別政治、流行文化與中國大外宣。

嚴曉珮，性別、國家與深度時間：女性與中國地質、古生物學的發展，1940s-1990s。

蘇恆毅，翻譯中消失的「風月雲雨」：日本《國譯紅樓夢》刪除性行為描述的現象詮釋。

■   2020亞太女科技人會議暨國際女科技人研討會 2020.10.24-10.25

（主辦單位：台灣女科技人學會、淡江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中國工程師學會、新北市政府；
地點：新北市政府大樓 507 階梯會議廳）

王婕，性別議題融入高中理工教學之分享。

冉曉雯，全方位連接軟實力與硬實力。

成令方，女醫師在為男性打造的職場中的處境。

周怡彤，女性在離岸風電產業的參與。

林宜平，性別與科技：臺灣 RCA 案的地下水污染、研究與訴訟。

邱美虹，性別差距是否仍然存在？全球探討性別差距在數學、電腦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 
　　　如何測量？如何減少？

洪文玲，建立同儕支持策略分享平臺的力量。

范素玲，女工程師創造包容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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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敏，樸門文化在臺灣的永續設計與發展──在食農及永續生活最前線的女性。

張一知，資優教育中單一性別保障名額的影響。

許麗玉，我們的前進：城市，性別，世代，好所在。

曾錙翎，女性高階主管同儕支持連結：以臺灣生技界 Bioladies 為例。

黃淑玲，臺灣醫學生與醫事人員性別平等教育推動歷程 2000-2020。

黃淑德，合作鋪出能源轉型的新路──臺灣女性的氣候行動。

劉盈君，護理科學文本如何形塑護理專業中的性別隔離。

蔡麗玲，性別化創新作為科技性別主流化新技術。

謝小芩，性別與另類科學學習在臺灣：成果評估。

Battsengel Baatar，Gender in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of Mongolia.

E.U.U. Rathnathunga，Significance of Gender Diversity i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Urban  
　　　Bioresources in Sri Lanka.

Sun-Young Rieh，Gender, Ageing and Smart City: Learning from City of Sejong, Korea.

Seema Singh，Women in the Engineering Labour Market in India.

Juana Tapel，An Inspiring Filipina Engineer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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