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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部分 2021 年 9 月書目）

2021年 10月～ 2022年 3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許水富著（2021.10）《文字性別的獨處》，臺北：唐山出版社。

劉燁、山陽著（2021.11）《細說紅樓：真事隱去，假語村言，揭開紅學面紗》，臺北：崧燁 
　　　文化。

川上未映子著；陳嫻若譯（2021.11）《夏的故事》，臺北：時報出版。

Tayari Jones 著；彭玲嫻譯（2021.11）《婚姻生活》，臺北：時報出版。

張翎著（2021.12）《廊橋都知道》，臺北：時報出版。

Jeanette Winterson著；陳佳琳譯（2021.12）《科學愛人：一則愛的故事》，臺北：新經典文化。
 
周梅春著（2022.02）《大海借路》，臺北：玉山社。

荒林著（2022.02）《文學的女性主義：大中華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臺北：三聯。
 
何玟珒著（2022.03）《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臺北：九歌。

林文心著（2022.03）《遊樂場所》，臺北：木馬文化。

Edward Carey 著；康學慧譯（2022.03）《小不點》，臺北：悅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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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ve Ditlevsen 著；吳岫穎譯（2022.03）《童年：哥本哈根三部曲》，臺北：潮浪文化。

Sarah Perry 著；聞若婷譯（2022.03）《迷蛇記》，臺北：漫遊者文化。

Douglas Stuart 著；章晉唯譯（2022.03）《親愛的夏吉‧班恩》，臺北：麥田。

Virginia Woolf 著；李根芳譯（2022.03）《歐蘭多》，臺北：漫遊者文化。

■  歷史

江昱緯著（2021.12）《救嬰與濟貧：乳婦與明清時代的育嬰堂》，臺北：秀威資訊。

Pénélope Bagieu 著；陳文瑤譯（2022.01）《內褲外穿：那些活出自己的女人》，臺北：大辣。

Linda Colley 著；馮奕達譯（2022.01）《她的世界史： 跨越邊界的女性，伊莉莎白．馬許與 
　　　她的十八世紀人生》，臺北：衛城出版。

羅秀珍著（2022.02）《李清照：千秋才女的生活與詞作》，臺北：中華。

Amy Stanley著；林士棻譯（2022.02）《江戶城裡的異鄉人：一個幕末時代叛逆女子的一生》， 
　　　臺北：遠足文化。

Katharina Mahrenholtz & Dawn Parisi著；麥德文譯（2022.03）《閱讀女作家：從《簡愛》到《暮 
　　　光之城》，女性的書寫故事與生命歷程》，臺北：遠流。

■  人文社會  

崔至恩著；梁如幸譯（2021.11）《我不想當媽媽：18位頂客族女性的煩惱、幸福與人際關係》， 
　　　臺北：時報出版。

Douglas Murray 著；王惟芬譯（2021.12）《群眾瘋狂：性別、種族與身分，21 世紀最歧異 
　　　的議題》，臺北：時報出版。

Judith Butler 著；申昀晏譯（2022.01）《戰爭的框架：從生命的危脆性與可弔唁性，直視國 
　　　家暴力、戰爭、苦痛、影像與權力》，臺北：麥田。

谷慕慕著（2022.02）《從零開始打造月經平權：從使用者到創業家，台灣第一本生理用品發 
　　　展紀錄》，臺北：大塊文化。

少女 A 著（2022.03）《歡迎光臨午場酒店》，臺北：時報出版。
 
四月天著；簡郁璇譯（2022.03）《控告婚姻：妻子的起訴書》，臺北：時報出版。

顧燕翎著（2022.03）《女性主義經典選讀》，臺北：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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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著；施清真譯（2022.03）《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臺北： 
　　　木馬文化。

■  科技  

蔡麗玲著（2021.11）《哇！原來這是性別與科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教育

邱紹一、洪福源著（2021.11）《性別教育》，臺北：新文京。

太田啟子著；洪于琇譯（2021.11）《致未來的男孩們：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臺北：尖端。

■  藝術  

林松輝著；陳瑄譯（2021.12）《膠卷同志》，臺北：手民出版社。

簡瑛瑛著（2022.03）《從生命書寫到藝術越界》，臺北：典藏文創。

■  心理  

劉燁、諾瓦編（2021.11）《總之，就是慾求不滿：恐懼症、戀母情結、惡夢的真相》，臺北：  
　　　崧燁文化。

■  生物  

Fleur Daugey 著；陳家婷譯（2021.11）《動物同性戀：同性戀的自然史》，臺北：時報出版。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多元文化、性別與家庭」，《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1.09），95。

遲恒昌〈多元成家、何以成家：家的想像與實作〉，9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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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雨潔〈從此時此地，到更平等的彼方：多元婚姻、同志家庭與跨國伴侶〉，95：16-22。

陳培驊〈我的非主流家庭〉，95：23-27。

喀飛〈無偶之家的多元家庭〉，95：28-32。

林潤華〈貓貓狗狗一家人：多元成家的另類思考〉，95：33-38。

遲恒昌〈性別平等議題融入地理課程的建議〉，95：39-44。

蕭宇、李耘衣〈在體制內撐出同志家庭的空間 ——陳釩專訪〉，95：46-53。

陳釩、蛋捲〈我的媽咪和把拔都是女生！同二代來說〉，95：54-59。

楊智達〈踏上紅毯前的路途——沒下雨怎麼看見美麗的彩虹〉，95：60-65。

陳子良、陳海思鐸〈兩個爸爸——我們的跨國多元家庭〉，95：66-70。

■  「萬華『疫』題：疫情下的性別與階級課題」，《婦研縱橫》（2021.10）115。

戴伯芬〈萬華弱勢者處遇——SARS、新冠疫情的差異〉 ，115：12-22。

李佳庭、賴彥甫〈疫病流行的不均地理：疫情中的萬華、街友與社工〉，115：23-32。

陳逸婷〈為什麼「茶裏王」天天去茶室？從茶室文化思考當代親密關係〉，115：33-40。

金其琪、戴思潔、李祐忻〈萬華十日之後——從專題報導看疫情下媒體、教育與公民社會的 
　　　聯動〉，115：41-53。

陳德君〈網絡與權力：從疫情下的萬華社福便當談老城再生的轉機與課題〉，115：54-63。

■  「跨性別專題，第二個十年」，《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2.01），96。

蕭昭君〈專題引言：每個性別都該有自在、安全活著的權利〉，96：12-18。

卓芸萱〈性別跨不跨？跨性別學生於友善校園成長的可能〉，96：19-25。

小陳〈我與跨性別同學的對話學習〉，96：26-29。

莫灼花〈如果我一出生就是個女生，那該有多好！〉，96：30-33。

呂璇〈在一個最哀傷的時刻，她卻活得最開心——跨性別者小立的工作人生〉，96：34-37。

賴梓卉〈跨性別的日常，學習與惡意共處〉，96：38-40。

郭媽媽〈家有跨性別兒女，父母可以如何有力量的陪伴？〉，96：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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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心烏龍〈跨性別女性參與義務兵役體檢的觀察〉，96：46-49。

黃琴愛〈跨性別者的從軍觀察〉，96：50-54。

2. 一般論文

■  文學

孟嘉傑（2021.10）〈性別研究遭遇華語語系之後：評姜學豪《閹人之後：近代中國的科學、醫 
　　　療與性的轉變》〉，《文化研究》33：324-333。

劉亮雅（2022.03）〈傳奇與謎團：甘耀明的《邦查女孩》中的歷史重構〉，《中外文學》51（1）： 
　　　15-53。

■  社會

王均（2021.09）〈腐女子的彩虹長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78-83。

王佩廸（2021.09）〈用「BL」來做性別——BL 烏托邦與現實之間〉，《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5：72-77。

杜思誠（2021.09）〈當 BL 與同志教育、同志運動相遇〉，《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02- 
　　　106。

林秀珍（2021.09）〈紀實兩次 BL 與女校的相遇〉，《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95-101。

郭佩誼（2021.09）〈從寂寞的腐女到女ㄟ社社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84-89。

Cocome（2021.09）〈當情感教育與同志教育遇上 BL：愛、情感與關係的極致想望〉，《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95：90-94。

Miyako（2021.09）〈BL 影視劇和泰國同運風潮〉，《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07-112。

姜蘭虹（2021.10）〈臺大婦女研究室成立過程十問〉，《婦研縱橫》115：96-109。

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編輯室（2021.10）〈「21 世紀的亞洲戀曲——親密關係裡的性別、 
　　　國族與階級」論壇紀實〉，《婦研縱橫》115：110-115。

陳逸（2021.10）〈孤單：COVID-19 確診母親的生產經驗〉，《婦研縱橫》115：64-69。

林君翰、鄭瑞隆、陳慈幸、戴伸峰、許華孚（2021.12）〈男性青少年性被害者之研究演進〉，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13（2）：43-65。

林采婕（2021.12）〈勞資爭議調解對性別平等權的落實：以新北市實務為例〉，《勞動及職 
　　　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29（4）：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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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貞吟（2021.12）〈做男人：宗族裡的男子氣概與性別象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3 
　　　（4）：737-785。

洪宏、姚卿騰（2021.12）〈社會變遷下的原住民女性家庭照顧者照顧經驗之初探〉，《靜宜 
　　　人文社會學報》15（3）：63-88。

陳宜亨（2021.12）〈永續發展目標的實踐——企業參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臺北市立大 
　　　學學報》52（2）：17-32。

陳芬苓（2021.12）〈社會投資觀點的性別分析：以臺灣女性創業方案為例〉，《國家發展研 
　　　究》21（1）： 93-129。

陸洛、張婷婷、高旭繁（2021.12）〈生理性別、性別角色取向在職家互動的作用：三階調節 
　　　效果的檢驗〉，《臺大管理論叢》31（3）：1-46。

黃睿宏（2021.12）〈男性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動機之研究〉，《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 
　　　學刊》11（3）：89-128。

劉侑學、王舒芸（2021.12）〈誰是時間權利的富爸媽？：育嬰假「社會投資」了誰？〉，《國 
　　　家發展研究》21（1）：131-184。

劉媛妮、許碧純（2021.12）〈都市原住民女性參與原住民勞動合作社的就業經驗〉，《台灣 
　　　原住民族研究》14（2）：39-89。

蔡蕙如（2021.12）〈顯影女性議題的旅行敘事——以電影「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為例分 
　　　析〉，《高醫通識教育學報》16：188-213。

駱麟榮、劉于華、蔡孟璋、陳巧雲（2021.12）〈不同性別之安非他命濫用者在認知衝動性及 
　　　風險決策表現上之差異〉，《藥物濫用防治》6（4）：37-88。

顏慧旻（2021.12）〈當宗教遇上性別：從一位基層教師的經歷淺探台灣同志教育的現況與挑 
　　　戰〉，《臺灣宗教研究》20（2）：157-199。

嚴巧珊、許雅惠（2021.12）〈隱形圍欄：軍隊中的性別主流化實踐〉，《女學學誌：婦女與 
　　　性別研究》49：1-44。

尤千萍、施俊名（2022.01）〈國內外無性戀研究之發展脈絡與趨勢〉，《性學研究》12（2）： 
　　　17-36。

余沛玲、李新民（2022.01）〈性別刻板印象與親密關係暴力相關研究初探——以大學生為 
　　　例〉，《樹德科技大學學報》24（1）： 19-32。

李耘衣（2022.01）〈突圍——吳俞萱的生命實驗場〉，《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64-76。

孟維德、蔡田木、呂豐足（2022.01）〈矯正機關全面開放異性戒護勤務之影響評估研究〉， 
　　　《矯政》11（1）：112-146。

姜貞吟（2022.01）〈日常民俗都是性別大小事——看客家女兒回祖塔〉，《性別平等教育季 
　　　刊》96：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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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泰安（2022.01）〈性別主流化的推動與現況〉，《臺灣驗光教育期刊》，附刊：1-7。

游婷敬（2022.01）〈影像轉動性別場域的話語權——記 2021「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影片本 
　　　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57-160。

林恩婷（2022.03）〈台灣本土女性角色的多元文化——以電視劇「俗女養成記」為例〉，《諮 
　　　商與輔導》435：18-21。

邱惟真（2022.03）〈兩性關係之差異與共識：從柯氏兩性關係量表談起〉，《性學研究》12 
　　　（2）：1-16。

蔡孟哲（2022.03）〈自由、平等、同性愛：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性／別論述〉，《中外 
　　　文學 》51（1）：131-162。

Chao-ju Chen（2022.03）〈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Equality beyo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Marriage Equality〉，《アジア・ジェンダー文化学研究》6：3-21。

■  教育

李芳瑜（2021.09）〈理解他的理解——從學童回應反思性別與社會工作〉，《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95：130-133。
 
李芳瑜、郭汶伶（2021.09）〈Aka pisawad! 誠心的愛與陪伴，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專訪
　　　張素連學校護理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34-137。

李淑婷（2021.09）〈關於花蓮偏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現況與困難——教師觀點〉，《性別平 
　　　等教育季刊》95：124-129。

李雪菱（2021.09）〈性／別教育專業難道有城鄉差異？〉，《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14- 
　　　116。

李雪菱（2021.09）〈家庭、學校與性／別教育工作者的協作——我們在偏鄉幼兒園與小學的 
　　　性／別教育觀察、理解與行動〉，《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17-123。

陳奕彤（2021.09）〈行動代號 525——「我愛我」〉，《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5：138-143。

江右瑜（2021.10）〈主題式教學應用於大學國文課程學習成效之研究：以「性別意識」單元 
　　　為例〉，《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9（2）：39-78。

王儷靜（2021.11）〈議題教育的教育學討論〉，《教育研究月刊》331：4-17。

胡凱揚（2021.11）〈性別平等教育融入體育課程對大學生性別刻板印象之影響〉，《臺灣運 
　　　動教育學報》16（2）：1-16。

張如慧（2021.11）〈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師資培育專業課程的教學轉化研究：以兒童發展課程 
　　　為例〉，《教育研究月刊》331：43-59。

陳昱君、李沛芠、房芝君、張彥瑜（2021.11）〈國小校園中性別刻板印象之探討：聚焦於教 
　　　科書及學習活動〉，《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0（11）：116-122。

110

研究資訊

婦研116期-未封裝.indd   110 2022/9/1   上午11:13



陳素秋（2021.11）〈素養導向的性別議題教學：以性別與科技為例〉，《教育研究月刊》 
　　　331：18-30。

吳亞蓓、聶西平（2021.12）〈新生兒父母申請育嬰假與其背景因素及親職參與關聯性之研究： 
　　　育兒的性別差異〉，《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2：1-22。

張佳穎、陳志南（2021.12）〈國中學生道德疏離與性別平等意識之關係研究：以臺中市國中 
　　　學生為例〉，《學生事務與輔導》60（3）：41-59。

張學善、陳美華（2021.12）〈大學生學習投入之現況分析——以中部某大學為例〉，《靜宜 
　　　人文社會學報》15（3）：27-40。

陳儒晰、邱方晞（2021.12）〈女性幼兒教師應用社群媒體實踐教保專業發展之性別圖像〉，《中 
　　　華管理發展評論》10（2）：37-51。

程景琳、鄭蓉、陳虹仰（2021.12）〈母親回應教養與學齡前兒童奮力控制及攻擊行為之關聯： 
　　　交叉延宕模式的分析聯〉，《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9（4）：1-5、7。

楊幸真、符雅筑（2021.12）〈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到行動網絡學習社群：性別融入醫學教育 
　　　的另類途徑〉，《教育實踐與研究》34（3）：165-204。

趙淑美（2021.12）〈由判決書省思軍校通識性別教育課程教學精進方向〉，《國防大學通識 
　　　教育學報》11：121-141。

鄭雯、胡毓玨、湯家偉（2021.12）〈國小教師親子關係、工作壓力與主觀幸福感之關係模式： 
　　　職家互動以及性別角色觀點〉，《教育與心理研究》44（4）：35-69。

羅逸平、許建中（2021.12）〈性別平等教育在大學課室中之實踐與反思〉，《臺灣教育評論 
　　　月刊》10（12）：73-77。

蘇昱璇、蔡昂叡（2021.12）〈育嬰假與學齡前幼兒發展之關聯〉，《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9 
　　　（4）：73-118。

王婕（2022.01）〈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領域教學之反思〉，《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6：93-98。

王儷靜（2022.01）〈The Frayer model——以問題覺知為核心的素養導向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 
　　　計〉，《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06-111。

吳宗穎（2022.01）〈淺談教育本質上性別主流化的力量——從歧視與性別刻板印象威脅觀點 
　　　討論〉，《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44-152。

李文富（2022.01）〈專題引言：108 課綱性平教育實踐與前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6：78-79。

李怡慧、周倩（2022.01）〈他山之石—有效的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具體做法〉，《臺灣教 
　　　育評論月刊》11（1）： 203-218。

孫子靖、呂明蓁（2022.01）〈「厭娘」與「拒C」？——大專校院學生性別刻板印象之探究〉，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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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孟佳（2022.01）〈性平教育融入公民與社會學科教學實踐〉，《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 
　　　87-92。

游美惠（2022.01）〈情感教育的課程設計：從十二年國教課綱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實質內涵談 
　　　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99-105。

葉德蘭（2022.01）〈烟遠路迢迢——臺灣施行全面性教育的前世今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6：125-137。

劉淑雯、黃明宏（2022.01）〈從文本閱讀開展「2030 永續發展目標 SDG5 性別平等」的教育 
　　　實踐〉，《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112-124。

蕭宇（2022.01）〈在性別平等之路見縫插針——蕭昭君老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6： 
　　　56-63。

顏芝盈、蕭家怡（2022.01）〈怪美的：特教與普教「異」「同」談身體〉，《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6：80-86。

■  歷史

三澤真美恵（2021.12）〈日本過去三十年「慰安婦」問題研究回顧〉，《女學學誌： 
　　　婦女與性別研究》49：89-148。

易君常、黃迺毓（2021.12）〈跨海為父——1949 年大陸遷臺青年父職初探〉，《人 
　　　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2：23-62。

姚平（2021.12）〈評Women in Song and Yuan China〉，《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49：163-169。

陳 曉 昀（2021.12）〈 從 歷 史 理 解 性 ／ 別： 評 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 
　　　49：149-161。

楊敏英、游萬來、黃郁淇（2021.12）〈不容忽視的聲音——初探台灣女性工業設計師 
　　　的求學與就業〉，《設計學研究》24（2）：85-109。

戴華萱（2021.12）〈客家女性的歷史長河——論謝霜天《梅村心曲》的女性歷史關 
　　　懷〉，《臺灣文學學報》39：35-63。

■  體育

周宛靜、湯添進（2021.10）〈談國際奧會的性別平等政策及其影響力〉，《婦研縱橫》 
　　　115：70-83。

黃貽珮（2021.10）〈跨性別者運動賽事參與資格——賽場公平性界限的衡量標準〉，《婦 
　　　研縱橫》115：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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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祜銜、羅琬竹（2021.11）〈大專跆拳道選手成就目標取向與自我效能之研究〉，《淡江 
　　　體育學刊》24：15-27。

姜穎（2021.12）〈為國運動：1990 年代之前的臺灣女性休閒運動論述〉，《大專體育學刊》 
　　　23（4）：329-350。

陳玟均、郭勇志、徐鈵富（2021.12）〈女子棒球選手運動參與歷程與社會支持之探析〉， 
　　　《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系刊》16：1-22。

蔡玉敏（2021.12）〈空軍官校女學生基本體能現況分析〉，《空軍軍官雙月刊 》221：2-9。

胡凱揚、陳東韋、陳盈淳（2022.03）〈男性健身運動參與者在肌肉成癮與自我身體檢查 
　　　行為之探討〉，《運動與遊憩研究》16（3）：82-90。

■  法律

陳昭如（2021.09）〈非婚法學——婚姻之外的（不）平等〉，《台灣法律人》3：1-18。

Chao-ju Chen（2021.09）〈The Limits and Power of Law: What can the Absence of #MeToo  
　　　in Taiwan Tell Us about Legal Mobilization〉，《Politics & Gender》17（3）：514-
　　　519。

吳光平（2021.10）〈論跨國同性別二人之結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現在與未來〉， 
　　　《月旦法學》317：181-192。

徐婉寧（2021.10）〈禁止女性夜間工作違憲！——釋字第 807 號〉，《月旦實務選評》1 
　　　（4）：124-128。

黃昭元（2021.11）〈理性、溫和、務實的自由派大法官：紀念 RBG〉，《台灣法律人》5： 
　　　1-23。

洪文玲、張維容（2021.12）〈我國性交易管理法制與執行之研究〉，《警政論叢》21： 
　　　75-109。

許福生（2021.12）〈跟蹤騷擾防制法爭點之評析〉，《警政論叢》21：1-52。

廖又生（2021.12）〈司法院釋字第八○七號性別平等保護宣告之分析〉，《亞東學報》
　　　41：57-64。

賴俊兆（2022.01）〈原住民身分取得的性別歧視：從加拿大 Descheneaux v. Canada 案判 
　　　決談起〉，《全國律師》26（1）：95-107。

陳昭如（2022.02）〈看見不一樣的 RBG ──基進女性主義與憲政民主觀點的批判〉，《台 
　　　灣法律人》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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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

林育志、陳偉權（2021.11）〈性別敏感融入醫療照護空間之取徑：以醫療等候空間為例〉， 
　　　《醫療品質雜誌》15（6）：88-90。

黃蘭媖、陳懿湄、陳美君（2021.12）〈女性經痛門診治療之醫療耗用與醫師特性關係之 
　　　探討〉，《中醫婦科醫學雜誌》28：14-23。

王雅倩（2022.03）〈以病人為中心的跨文化醫療之性別向度：以新移民的醫療服務為例〉， 
　　　《醫療品質雜誌》16（2）：86-91。

戴瑞芬、黃于真（2022.03）〈照護一位初診斷生殖細胞瘤男同志之護理經驗〉，《榮總 
　　　護理 》39（1）：103-110。

■  藝術

王品驊（2021.10）〈讓——作為奇幻之詩的場所：從女性藝術探究性別意識的另類光譜〉， 
　　　《藝術觀點》87：20-33。

許如婷（2021.12）〈台灣新生代女性導演的酷兒影像：社會性／別的文化實踐與想像〉，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9：45-87。

陳育菁（2021.12）〈吳瑪悧的女性主義藝術實踐〉，《臺北市立大學學報》52（2）： 
　　　33-50。

陳思儒（2021.12）〈希德嘉之《美德之劇》（Ordo Virtutum）音樂作品特徵之探究〉，《藝 
　　　術學刊》13（2）：129-168。

■  科技

辛炳隆、簡慧茹、林嘉慧、鄭明哲（2021.12）〈科技發展對不同性別人力運用之影響〉，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29（4）：30-45。

■  心理

李亭萱（2021.12）〈以結構家族治療探討成人伴侶性探索與性溝通團體方案設計〉，《輔導 
　　　季刊》57（4）：45-60。

黃蒂、黃詠瑞（2022.01）〈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對愛滋病血清相異伴侶間性滿意度及關係滿意 
　　　度之影響〉，《性學研究》12（2）：55-74。

鍾芃甄（2022.01）〈異性戀伴侶性契合概念之質性探討及其影響因素〉，《性學研究》12（2）： 
　　　37-54。

夏雨彤（2022.03）〈女性主義團體諮商應用於新移民女性〉，《諮商與輔導》4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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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

張鈞翔、章晨玫、林俊聰（2021.12）〈亞洲象——阿沛性別判定之分析〉，《國立臺灣 
　　　博物館學刊》73（4）：49-58。

於睿、陶雲（2022.03）〈適應性記憶：繁衍處理對兩性記憶的差別影響〉，《中華心理學刊》 
　　　64（1）：77-90。

三、會議論文

■   2021台灣女性學學會「亞洲、性別、非人權」年度研討會 2021.10.2

（主辦單位：台灣女性學學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地點：Webex 線上會議）

王允駿、張德勝、王鴻哲、王敬堯，男同志自我認同與復原力相關性之研究。

王采薇、Donne Jone Panizales Sodusta、張德勝，東南亞籍女性研究生在臺學習經驗故事。

王振圍，高中職生學習性別平等教育的經驗與期待。

王儷靜、林鈺芯、吳典縈、楊喜媛、張庭瑋，「把我真實的自己表現出來」──男大學生的 
　　　陽剛位移。

平雨晨，亞洲神仙教母：赴美生產的母職寓意、跨國策略與公民想像。

石嘉豪，國家女性主義在台灣——性別運動之間的取徑分析。 

伍維婷，與國家角力、跟父權鬥爭——解嚴後國家女性主義者的運動策略分析。

朱昕辰，「情色」：建構台灣一九九〇年代女性情慾論述。 

吳星宏，如何有效促進現場教師參與融入性別平等教學。

吳嘉苓、楊涓，多元性別的生育統計。 

吳鵬飛，國家與父權體制的結合：從女性主義視角分析日韓慰安婦協議中的國家角色。

呂瑋倫，神話的轉生術：原住民酷兒藝術家的「非人」文本。

李佩珊，高中職性平教育實施的現況、挑戰與可能性。

李佩雯，家，是動詞：台灣育有子女之同志家庭認同建構研究。

李佩雯、方念萱，傳播學門的性別教育實施狀況初探。

李韶芬，「可僱用性」vs「能力」：照顧的專業化與照顧勞動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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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韶芬，照顧（care）抑或僕役（domesticity）？台灣與法國照顧移工的比較。 

李熠，以愛之名，復刻家庭：中國自媒體中的「同志代孕」論述與「酷兒家庭」之想像。

杜韋頤，物質動員與批判強度：巴特勒思想中的非暴力出路。

周月清，80 歲以上（沒）有智障子女喪偶女性居住選擇與照顧：居住途徑觀點。

周宇翔、王舒芸，邁向照顧民主化？長照機構勞雇權力下的照顧科技圖像分析。 

施麗雯、鄭芮欣、蔣承憲，「只有『媽媽』感覺有差？」：台灣男女性的自然流產經驗。 

柯韋丞，賽伯格與多物種政治。 

洪惠芬，「親職外包」的極限？私營課後安親服務工作者的勞動與生活困境初探。 

洪筱婷，從「中性」的邊緣屬性談非人定義。

胡郁盈，健康與孩子的選擇題？非法情境下台灣女同志進用人工生殖科技的醫療策略與風險 
　　　認知。

胡益禎，子宮道德與中國女權的處境。

范容瑛，「追風少女」：初探檔車女騎士的性別跨界。 

范朝詠、林志潔，生育自主權的保衛戰——反墮胎論述策略與墮胎醫療化帶來的衝擊。 

徐彩庭，日常的反抗，反抗的日常：李昂〈彩妝血祭〉裡的「物」、「用」。 

翁克勳，情感的自我覺察與理想社會的追求──羅毓嘉詩中的男同志書寫。 

翁克勳、盧子樵，性、愛、毀壞：許正平《少女之夜》的情慾展現與主體愛困境。

高于婷，幻滅與追尋：李琴峰《獨舞》中的女同志身分認同困境。 

張尹銣，網路交友之風險與實踐──科技與性別使用策略。 

張君玫，凋亡的微型尺度界線戰爭。

張盈堃、楊珮萱，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該怎麼做？一間幼兒園現場的探究。

張殊文，家內的協商，家外的斷裂：在日台灣女性配偶的日常身份認同展演。

羅原廷，跨國代購經濟中的女性微型創業：以韓國東大門批發市場為觀察的場域。 

張瑀婕，社群行銷中性別意識的參與互動與價值實踐。

曹方昕，從 Sara Ahmed 的酷兒理論探討「晶晶書店案中」猥褻言論管制之中立性與正當性。 

曹鈞傑，抒情輔具：余秀華與療癒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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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莉芳，Doing Transnational Caregiving: Indonesian Migrant Live-in Care Workers and  
　　　Their Left/Stay Behind Families。

許楚君，遮蔽的見證──當代藝術中政治創傷的女性敘事。

連心榆、朱怡靜，網路論壇對女性賦權的可能──從 Dcard「約炮」主題文章討論。

郭惠瑜，障礙、性別與照顧：探討雙重老化家庭中高齡智能障礙者之照顧關係題目。 

陳佩甄，冷戰的情感動員：臺韓戰後大眾論述中的「母愛的科學」及情感分斷。

陳晉楚，理解當代中國網路輿論中的「性別對立」──「仇男」及「仇女」之情感結構比較 
　　　分析。 

陳薇安、余東栩、胡愷娣、謝宇冠、楊軒、楊俊祥、童晧庭，逃離父權凝視的桃花源？女子 
　　　運動校隊中的雙性戀情慾、實作與認同。

陳懷恩，不再只是助人──動物家庭的重新連結。

曾聖惠，女性從政者及政治工作者所遭受的暴力與騷擾：定義、定位與理論途徑之初探。 

游美惠，情感教育的實踐：從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性別平等議題談起。 

黃百晟，身體的鬱／慾結：論胡淑雯《字母會》中的女性身體。

黃雨筑，幼兒照顧服務中「照顧」與「教育」的劃界。

黃淑玲，女性主義學者在醫療與科技場域的性別改革。

黃華彥，性別、障礙與身體的交織：以 Audre Lorde 和 Lucy Grealy 的障礙回憶錄為例。 

楊幸真，當「脫魯」成為話題：大學生的愛情攻略與性別情感教育。 

葉力菱，處境中的身體‧律法外的懷孕：婚外「第三者」女性的懷孕與肉身。

李宜軒，再訪家庭計畫：一個子宮內避孕器的女性主義考察。

葉伊庭，失序的「身體」──論韓麗珠《縫身》中的性別與權力架構。 

葉芝君，幸與不「性」之間──親密關係中的非自願性實踐。

葉德蘭，反性別運動年代的女性主義動能：挑戰與機會。 

劉文，口罩、生命政治與國家安全：病毒治理作為軍事後勤學。

劉有容，憐憫「他」、「她」還是「牠」？人類與非人類定義之再詮釋。 

劉侑學、王舒芸，誰是時間權利的富爸媽？育嬰假社會「投資」了誰？ 

劉承欣，從未過去，如何離開？論《返校》影集中的威權變體、文學實踐與傷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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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珮瑄，打造 LGBT 性創傷政治：對 2010 年代 LGBT 運動性政治之反思。

張品蓁、林妮萱、林汶靜、蘇卉芯、彭武德，探討異性戀男性脊髓損傷者被忽視的性權。

潘莉敏，她們的故事──女性視角出發的台灣音樂史。 

蔡宜家，初探司法判決對性犯罪「理想被害人」迷思的突破與困境。 

蔡承宏，性別化主體的社會學介入：一項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分析。

蔡承宏，重返母職？自助理念的性別化主體實踐與批判。 

蔡曜宇，再訪晶晶書庫案──異性戀霸權的法律思維省思。

鄭如玉，梁璇《大魚海棠》中的劫／結與自然觀。

鄭芳婷，形構酷兒影子戰術：台灣當代轉型正義劇場的修復共作。

鄭斐文，疾病、傷痕藝術與性別身體政治：女性乳癌病友的攝影作品分析。 

盧子軒，陳思宏《鬼地方》的性別暴力。

盧子樵，內外夾擊，難以深入：國小教師性別平等教育教學困境。

賴國瑛，更多的生命：莉迪亞・米勒小說 How the Dead Dream 的死亡和生態共存。

賴婉琪，非公民同志的現身和運動策略：外籍家務女移工。

應尚樺，移植的身體經驗：初探園藝治療裡的療癒策略。

謝小芩、黃淑玲，大專校院怎麼做性別主流化？ 

謝佳玟，女性在 Podcast 裡談「性」：話語及空間裡的權力關係。

鍾道詮、王舒芸、蔡承宏，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學門的性別教育實施狀況初探。

顏芝盈，庇護工場下的勞動共同體：談南方女性身心障礙勞動者。

魏廷仲，生態女性主義的召喚？媽媽公民的性別與環境意識。

蘇若萍，為何我是「同婚」你是「婚姻」？試論「同婚」一詞的語境思考。

■  2022「第七屆性別、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2022.3.12

（主辦單位：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地點：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文化休閒館演講廳）

洪芳均，村上春樹現象對台灣讀者價值觀的影響——以《挪威的森林》為主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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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滋紜，女作家死後的社會建構以邱妙津與林奕含為觀察對象。

■   戰．世代：2022文化研究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2.3.12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地點：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千華，BL 廣播劇下的聲音情色與妄想。

王孝勇，1980 年代台灣變性敘事的關鍵個案分析。

江岱蓉，圖文創作中愛情與性別角色的再現：以蓋彼和廢物女友為例。

林育生，泰國曼谷印度教節慶中 kathoey 的展演與實作。

林純德，當代中國妖群體的不識性／別羞恥政略。

徐士閔，台灣當代婚姻平權下的同志冥婚意義探討。

高千惠，後身份的戰場——從擴延的性別理論到酷兒文化工業。

高郁婷、王志弘，人性始終來自於科技？四部浪漫愛電影的電子科技性與都市物質性。

張依諾，Queer Sinophone Corporeality in Film: A Case Study of Scud’s Thirty Years of Adonis.

廖文綺、華晟雅，厭女厭男？探討網路論壇留言對男女 CCR 態度差異。

龔摘，婚姻是個問題？——「裝框」與兩岸婚姻家庭的深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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