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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2023年 3月
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文學

羅毓嘉（2022.10）《阿姨們》，臺北：寶瓶文化。

Anna North 著；力耘譯（2022.12）《絕壁上的她們》，臺北：臉譜。

Henry James 著；柯宗佑譯（2022.12）《波士頓人》，臺北：麥田。

洪承喜著；賴姵瑜譯（2023.01）《神明在看著呢：我的巫女日記》，臺北：大塊文化。

崔子恩（2023.01）《以性別及性史之名或曰丑角登場》，臺北：釀出版。

八木詠美著；黃涓芳譯（2023.01）《空心手帳》，臺北：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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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Alire Sáenz 著；曾倚華譯（2023.02）《那些與熱戀有關的祕密》，臺北：尖端。

■  歷史

傅大為著（2022.11）《介入與回應：女性主義科技研究與 STS 的一段關鍵歷史》，臺北： 
　　　時報出版。

張宏生、卓清芬編（2022.12）《空間與視野：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的新進境》，臺北：允晨 
　　　文化。
Maureen Murdock 著；吳菲菲譯（2022.12）《女英雄的旅程：透視女性生命的自性歷程，活 
　　　出最獨特的你》，臺北：心靈工坊。

盧建榮著（2023.01）《假如她們是男人：唐代女皇難產與性別政治》，臺北：暖暖書屋。

許維安著（2023.03）《被創造的疾病：近代中國女同性戀論述之轉變（1920s-1940s）》，臺北：
　　　秀威資訊。

■  人文社會  

吳相儀、莊靖萱、郭慧珍等著（2022.11）《海人第一線 2：女麗專輯》，臺北：海洋委員會 
　　　國家海洋研究院。

Martha C. Nussbaum 著；堯嘉寧譯（2022.11）《傲慢的堡壘：重探性侵害的問題根源、問責 
　　　制的未竟之業，以及追求性別正義的道路該如何前進？》，臺北：麥田。

Rebecca Solnit 著；徐立妍譯（2022.11）《男言之癮：那些對女人說教的男人》，臺北：經濟 
　　　新潮社。

丁乃非、白瑞梅、李思齊等著；方郁甄、張行等譯（2022.12）《罔兩問景 II：中間物》，臺北：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上野千鶴子、田房永子著；蔡傳宜譯（2022.12）《上野教授教教我！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
　　　跟著一場幽默輕鬆的世代對談，看懂一個亞洲國家的女權意識如何萌芽、建構，進進 
　　　退退走到現在》，臺北：麥田。

Susan Golombok 著；劉雨津譯（2023.01）《有愛就是一家人：我們這個時代的多元家庭想像 
　　　圖》，臺北：臺灣商務。

Emily Ratajkowski 著；賴嬋譯（2023.02）《我的身體，你的商品：那些女性對於欲望、權力 
　　　與個人意志的自我掙扎》，臺北：堡壘文化。

Iris Marion Young 著；何定照譯（2023.02）《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 
　　　商周出版。

Otto Weininger 著；蕭聿譯（2023.03）《性與性格》，臺北：網路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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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陳維平、徐婕、袁詠蓁等著（2023.01）《愛情必修學分：Z世代的情感和性別關鍵字》，臺北：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James Finn Garner 著；李芃、黃詩韻譯（2023.01）《從前從前，公主逃離了城堡：風靡全球 
　　　三十年的政治正確童話經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生物  

Hennig Beck 著；顏徽玲、林敏雅譯（2022.12）《打破大腦偽科學（二版）：右腦不會比左 
　　　腦更有創意，男生的方向感也不會比女生好》，臺北：如果出版社。

金息著；胡椒筒譯（2023.03）《女人與她們進化的天敵：女人的敵人是女人？！是生物本能，
　　　還是弱弱相殘？》，臺北：時報出版。
 

■  心理  

于玲娜著（2022.11）《母愛有毒：掙脫束縛療癒母女關係，與自己和解》，臺北：日出出版。

潘啟聰著（2022.11）《王子公主診療所：童話心理學教室》，臺北：非凡出版社。

鄭蓮喜著（2022.11）《我希望我女兒活得自私：寫給活在耀眼世界的所有女兒們，來自母親 
　　　滿滿心意的溫暖情話》，臺北：三采。

Steven Kuchuck 著；魏與晟譯（2023.03）《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關係性革命：趨向二人心 
　　　理學的典範轉移》，臺北：心靈工坊。

何美娜著；徐小為譯（2023.03）《我的痛苦有名字嗎？：瘋狂而古怪，傲慢又聰明的女子們－－ 
　　　不被理解的痛楚，女性憂鬱症》，臺北：大塊文化。

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韓國．性別」，《婦研縱橫》（2022.10），177。

黃宗儀〈「韓國．性別」專題導言〉，17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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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長玲〈體制改革與文化衝撞：戰後南韓的婦女運動〉，177：12-25。

權金炫伶著，金榮厚、朱紹慈譯〈不平等感受的性別差異：對於性別歧視的否定與認同〉， 
　　　177：26-39。

何撒娜〈韓國軍事國族主義的興起與男性氣質的成形〉，177：40-49。

林宛瑄〈與非人談戀愛就不會有婆婆：韓劇中的性別關係與非典戀情〉，177：50-58。

黃宗儀、鄭力豪〈浪漫霸道一線間：韓國「歐巴」的情場攻略〉，177：59-71。

簡妙如〈以南韓女性獨立音樂人為鏡：李瀧（Lang Lee）的藝術與批判實踐〉，177：72-83

■  「姓氏的性別政治」，《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2.12），99。

彭渰雯〈專題引言：姓氏、性別與傳統的交織與協商〉，99：14-16。

諶淑婷〈讓孩子從母姓，可以比你想得還容易〉，99：17-19。

吳蕙如、黃佳平〈通通來去從母姓〉，99：20-23。

劉李俊達〈讓每一次自我介紹都成為一次行動〉，99：24-26。

師彥方〈以「變更為母姓」作為挑戰父系傳承文化的實踐〉，99：27-30。

彭渰雯〈攪動父系傳承的女兒們〉，99：31-38。

林志潔〈姓氏的符碼與解構──為何身為女性主義者的我，小孩並未從母姓？〉，99：39- 
　　　42。

姜貞吟〈姓氏文化中的雙姓創造〉，99：43-46。

陳昭如〈夫姓易移，母姓難從──契約改變父姓常規的荊棘路〉，99：47-55。

■  「世代留聲──我們新住在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3.03），100。

張正〈前言：在跨國婚姻中尋找性少數〉，100：14-17。

鄭邦彥〈在博物館做東南亞移民工：一位基層館員的現場觀察〉，100：18-24。

邵震宇〈移民移工在臺灣的藝文參與〉，100：25-27。

陳新皓〈淺談專業服務情境的「跨文化能力」實踐〉，100：28-30。

馮玉芳〈新住民與性別平等的距離〉，100：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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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甄〈新二代眼中的跨國婚姻及性別平等〉，100：36-40。

廖建豪〈專題引言：作為新二代群體的切片，我們的「性別公因數」又為何？〉，100：42- 
　　　43。

吳羿霆〈耀眼的金色祝福──東南亞女孩的金耳環〉，100：44-48。

劉俊良〈我與我的中國媽媽：一位臺＆中二代的「去自我污名」自白〉，100：49-52。

李依靜〈我的媽媽與我──以及隔著的那片海〉，100：53-56。

廖建豪〈身為一名市二代與新二代，我可以不上大學嗎？〉，100：57-62。

陳千惠〈中國新二代在複雜關係中探尋自我認同的歷程〉，100：63-66。

台泰鹿妹〈不斷地成為一位照顧者──新二代眼中新住民所遭遇的照護困境〉，100：67- 
　　　70。

鄒佳晶〈新二代的「回家」不僅僅只是回家〉，100：71-74。

2. 一般論文

■  文學

許劍橋（2022.12）〈從虛構到非虛構──臺灣同志文學的散文現身（2011 ～ 2020）〉，《逢 
　　　甲人文社會學報》45：49-79。

黃錦珠（2023.01）〈戰爭與性別的雙重煉獄──讀張英珉《櫻》〉，《文訊》447：134-136。
 
劉亮雅（2023.03）〈巴代《笛鸛》與《白鹿之愛》中的歷史重構〉，《清華學報》53（1）： 
　　　171-202。

■  社會

黃翠紋（2022.10）〈性別暴力再犯風險評估及管理之演變與展望〉，《軍法專刊》68（5）： 
　　　22-49。

葉麗娟（2022.11）〈後疫情時代性別友善與尊重的醫療環境〉，《醫療品質雜誌》16（6）： 
　　　90-94。

王淑美（2022.12）〈新冠肺炎與女性再現：臺灣主流新聞報導裡的性別落差〉，《中華傳播 
　　　學刊》42：22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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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財專、張琇華（2022.12）〈臺灣檳榔西施的身體勞動及系統規訓之考察〉，《社會科學論 
　　　叢》16（2）：1-50。

黃鼎恩、林佑澄、陳君瑋（2022.12）〈公司治理之性別平等與永續發展〉，《主計月刊》 
　　　804：68-73。

葉明叡（2022.12）〈全民役：無分性別的軍事與公務義務徵集制度〉，《國防雜誌》37（4）： 
　　　89-107。

董鴻宗（2022.12）〈從一般警察人員考試體能測驗探討國家考試性別平等措施〉，《警政論 
　　　叢》22：1-25。

羅新興、梁成明、王彥蓁（2022.12）〈專業能力對面談表現評分的影響──男性與女性面試 
　　　官在視訊與現場面談之差異〉，《中原企管評論》20（3）：83-104。

趙淑美（2022.12）〈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的認識〉，《空軍軍官》227：68-80。
 
林資堯（2023.01）〈當代臺灣對「史前狩獵採集社會」之性別想像──以臺大學生為例〉， 
　　　《人類與文化》48：41-76。

楊岳平（2023.01）〈公司治理與經營階層組成多元性的實證研究──以女性參與經營我國銀 
　　　行業為例〉，《臺灣財經法學論叢》5（1）：303-340。

蔡沛珊（2023.01）〈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相關規定及未來挑戰〉，《法務通訊》3140：5-6。

王淳薏（2023.03）〈「可讀•性―臺灣性別文學變裝特展」導覽實作〉，《教育性別平等季刊》 
　　　100：144-148。

宋瑞文（2023.03）〈邁向無性戀也不會不安的社會環境──無性戀主題日劇「不能相愛的兩 
　　　個人」觀劇心得〉，《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129-134。

李佩珊（2023.03）〈語言承載歷史，詩句承載生命──談《波濤最深處》的我們 
　　　（WOMEN）〉，《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135-138。

李明軒、張簡元容（2023.03）〈家有「啃老子女」的中高齡工作與退休決策──從子女性別 
　　　差異的角度進行分析〉，《經濟研究》59（1）：169-214。

李麗鳳（2023.03）〈Gender, Power, and Ideology in The True Confessions of Charlotte Doyle= 
　　　閱讀《一位女水手的自白》：性別、權力、意識形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37（1）： 
　　　73-83。

周奕伶、許儷絹、田意民（2023.03）〈男性不是沒眼淚──從強尼戴普案看家暴與性別〉， 
　　　《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124-128。

季刊編輯部、李耘衣（2023.03）〈屏東女性工作者的修練──專訪屏東「好好協會」蔡順柔 
　　　主任（下）〉，《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76-88。

紀昕儀（2023.03）〈男人與陽光的距離：從《日傘男子》新聞出發〉，《教育性別平等季刊》 
　　　100：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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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君（2023.03）〈臺中市東協廣場越南女性店家能動性展現的省思〉，《教育性別平等季 
　　　刊》100：139-143。

張景福（2023.03）〈兩性工作平等法對性別薪資差異的影響：臺灣之實證研究〉，《經濟研 
　　　究》59（1）：111-167。

陳逸、李采寧、范家瑛（2023.03）〈新知 40，滴水穿石──婦女新知基金會 40 周年感恩茶 
　　　會側記〉，《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118-123。

楊馥如（2023.03）〈古羅馬人愛吃蛋！雞蛋料理的性別故事〉，《教育性別平等季刊》 
　　　100：100-102。

劉淑雯、林微珊（2023.03）〈［第二篇］用繪本話性別談 SDGs：目標 3 良好健康和福祉與 
　　　目標 4 優質教育〉，《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90-98。

蔡適任（2023.03）〈伊斯蘭聖戰士的妻兒，非典型受害者〉，《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 
　　　104-109。

蔡適任（2023.03）〈敘利亞難民在摩洛哥〉，《教育性別平等季刊》100：110-116。
 
鄭宗弦、楊奕成（2023.03）〈賈寶玉是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教育性別平等季刊》 
　　　100：149-153。

■  教育

宋鴻燕（2022.10）〈全英語授課通識課程融入混成學習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及性別差異〉，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10（2）：119-153+155-159。

郝思傑（2022.10）〈性別平等與校園民主並行：臺大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委員選舉的反思〉， 
　　　《婦研縱橫》177：106-133。

葉德蘭（2022.10）〈雙軌共好：高等教育中的性別主流化與性別平等教育〉，《婦研縱橫》 
　　　177：98-105。

劉語宸（2022.10）〈國小特教教師對性別平等教育之態度及實施狀況與困境之探究〉，《臺 
　　　灣教育評論月刊》11:10：117-121。

蕭冠祐（2022.10）〈不再沉默：面對性暴力的倫理與責任〉，《婦研縱橫》177：114-121。
 
吳學儒（2022.12）〈原住民同志說故事：部落裡的多元性別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9：143-146。

李耘衣（2022.12）〈在行動中，鬆動性別這座山──專訪洪菊吟老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9：75-83。

李雪菱（2022.12）〈最愛聽的歌：解讀家暴性侵倖存少男少女的身體密碼〉，《性別平等教 
　　　育季刊》99：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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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涵文（2022.12）〈請珍惜得來不易的健康教育和性教育課程共同合作為性別平等教育和性 
　　　教育而努力〉，《臺灣性學學刊》28：91-100。

張敏秀（2022.12）〈畫出愛的界線，練習好好溝通──情感教育活動分享〉，《性別平等教 
　　　育季刊》99：90-95。

郭彥廷（2022.12）〈懂愛、會愛、去愛──素養導向的情感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9：96-101。

黃淑華（2022.12）〈臺灣民眾之教育程度與性別平等觀念差異之探究〉，《航空技術學院學報》 
　　　21：141-149。

楊鳳麟（2022.12）〈以女性主義理念為核心的課程設計──課堂性別平權意識促進經驗分 
　　　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9：109-115。
楊馥如（2022.12）〈姐妹限定，男賓止步！古希臘女性專屬的美食派對〉，《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99：70-74。

劉品志（2022.12）〈單親爸與同志兒〉，《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9：138-142。

賴少偉（2022.12）〈一件短褲的誕生〉，《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9：125-127。

謝佩芳（2022.12）〈制服存廢？去除服儀規範中的性別不平等〉，《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9：121-124。

羅廷瑛（2022.12）〈實施部落小學原住民少女性別平等教育方案成效之研究〉，《臺灣性學 
　　　學刊》28：1-26。

陳貞瑾（2023.02）〈淺談非二元認同及其教育意涵：面對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二分的反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2）：121-125。

李曉蓉、劉世閔、尤偉安（2023.03）〈教師性別與小學教學：以低年級男導師的觀點為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7（1）：1-29。

洪珮瑩、陳苡禕、葉理豪（2023.03）〈短期正念引導降低閱讀時的內隱性別刻板印象〉54（3）： 
　　　515-536。

潘雅婷（2023.03）〈低年級學生的性別認知問題與解決之道〉，《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3）： 
　　　133-137。

■  歷史

王政；陳雁（2022.10）〈中國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女權運動：王政教授口述史〉， 
　　　《婦研縱橫》177：84-97。

曾穎凡（2022.12）〈性別的身體，性別的科技：內置型生理用品推動歷程在臺灣〉，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9：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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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隆（2022.12）〈女力新時代，相揪來讀冊：日治時期女子公學校的誕生〉，《性 
　　　別平等教育季刊》99：116-120。

■  體育

陳艾婕、王信民（2022.10）〈男女大專籃球專項運動員之傷害率調查〉，《成大體育》 
　　　81：48-67。

陳上迪、張德勝、姜美松（2023.03）〈當休閒遇見性別：從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探討不同 
　　　性別面向的休閒阻礙〉，《中華體育季刊》37（1）：41-60。

■  法律

翁燕菁（2022.10）〈夜間工作的性平時刻──從國際法規範定位釋字第 807 號解釋之歷 
　　　史意涵〉，《月旦法學》329：110-129。

李翎瑋（2022.12）〈論網路性別霸凌案件之救濟──以被害人 A 案為例〉，《月旦律評》 
　　　9：122-131。

林琬珊（2023.02）〈「性影像」與隱私之刑法保護──新修刑法「性影像」規定之評析〉， 
　　　《月旦法學》333：40-58。

李立如（2023.03）〈在身分與契約之間──婚姻法規範的引導功能與發展方向〉，《中 
　　　研院法學期刊》32：207-276。

張文彬（2023.03）〈家庭照顧與職場勞動的平衡：我國長期照顧假之法制建構〉，《中 
　　　研院法學期刊》32：91-130。

黃詩淳、張永健、何叔孋（2023.03）〈身後事，不歧視？遺產分配性別偏好的實證研究〉， 
　　　《中研院法學期刊》32：149-205。

■  醫學

陳庭楷（2022.12）〈性少數伴侶的醫療決策困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9：147- 
　　　151。

王雅青（2023.03）〈臺灣多元性別健康差距與文化照護需求〉，《醫療品質雜誌》17（2）： 
　　　60-65。

■  心理

賴佳琳、李淑菁（2022.11）〈權力與抗拒：從女同志案主諮商歷程與感受再探同志友善 
　　　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44（2）：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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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海（2022.12）〈老人親密關係暴力重複施暴：個人特質、案件特性與受暴者認知因 
　　　素的影響〉，《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31：65+67+69-101。

徐志雲（2023.02）〈跨性別及性別不安──從臨床照護到心理壓力觀點〉，《護理雜誌》 
　　　70（1）：17-22。

■  藝術

許如婷（2022.12）〈臺灣新生代女性藝術的創作再現與蘊意〉，《藝術學報》111：99- 
　　　128。

楊佳羚（2022.12）〈性別與藝術教學：肉身化性別經驗展演〉，《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99：84-89。

三、會議論文

■   女學會 2022年度研討會「性別、空間與（不）移動」2022.10.01

（主辦單位：女學會；地點：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方念萱、王珮玲、陳怡青，數位性別暴力倖存者自我言說分析。

王允駿、張德勝、王鴻哲、王敬堯、鍾道詮，歧視對性少數男性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以內 
　　　化汙名與反芻思考為中介變項。

王心潔、袁晨曦，父親參與對幼兒社會能力的影響：基於「台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 
　　　畫」的反事實分析。

王采薇，來臺求學女性外國研究生學習認同研究。

王珮玲、方念萱、陳怡青，我國數位性別暴力的類型與盛行率分析。

王梅香，戰爭裡的青春：冷戰下的台灣女性勞動圖像。

王鈺婷，離散與跨域：遷徙來台的女性敘事。

王儷靜，《青春水漾》事件之網絡效果分析。

白曦源，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in Hong Kong: Gender Identities, Spatial (In)activity and (Im) 
　　　mobility in Elsie Sze’s Hui Gui: A Chinese Story。

伍維婷，個人化行動框架的集體突圍──以網絡社會運動理論分析中國性別運動者拓展政治 
　　　空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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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昕辰，1990 年代台灣女星臺港跨地域情色移動──以汪永芳、徐若瑄和舒淇爲例。

朱穎芃、涂菀、邱士倫、徐李安，疫情對於非同居情侶的親密關係與互動模式的改變。

余東栩，邊緣空間的游擊可能性：台灣男同志熊族的正典化修復。

余貞誼，從復仇式色情到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語彙、概念與認知框架的形成與轉變。

吳嘉苓，跨國醫療、卵子經濟與階層化生育。

呂青湖、張家樂，Finish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College-educated mothers’ resistance  
　　　to intensive mothering。

李芊，Crossing the Road with a Mask: the Female Body on the Move in the Public Space。

李明珊，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Awareness on Mate Selection in Taiwan。

李冠泓，為自己而活的自在：東南亞籍受暴婦女從婚暴經驗中鬆動性別文化的框架。

李奕侖，數位移民、新／性市窟：Twitter 男同志網路社群的網路第三空間分析與遷移想像。

李柏翰、張竹芩，疫病性別化：危脆女子的照顧勞動與健康落差（Gendering the Pandemic:  
　　　Precarious Women’s Care Labour and Health Disparity）

李貞錚、林子晴、盧子樵，愉悅／踰越？同居伴侶的性實踐與協商歷程。

李雪菱，場力、女力：具性別意識女校長／領導者在家庭與學校／組織之性別多重角色的權 
　　　衡與行動策略。

李鳳英，在鼎泰豐的服務演出中看見傅柯。

沈秀華，性別化的跨國親職實踐：中國男女台商／台幹比較

周月清、陳伯偉、林君潔，機構居住誰的選擇？障礙者為什麼不住機構？

林子惠，女性表演工作者性別、職涯與空間移動探究：以宜蘭人張月娥、楊麗花及許芳宜為 
　　　例。

林津如、林怡君，U’suru 女人的田地 : 原住民族女性動員與跨國團結。

林嘉恩，簡評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生理用品補助修法──從社會法的角度觀察。

林瓊華，在流離時代不斷探求真理的臺灣女人：民主社會主義者謝雪紅返鄉了嗎？

凃峻清，在父權體制與管理主義夾縫中的校園性平體制變遷──以台大性平會為例。

姚惠耀，1970-90 年代日本在東亞的性觀光及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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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牧之，遠離直線條：高教異男實驗性陽剛氣質的體現過程。

胡郁盈，跨國運籌：女同志家長生育實作與跨國人工生殖醫療。

唐文慧，臺美混做：新移民女性跨國建制民族誌。

馬翊航，以□換宿：三篇短篇小說裡的性愛、秩序與居（無定）所。

康庭瑜，疫病、性與線上工作：一個初探的討論。

康庭瑜，國界管理、排他性國族主義與線上厭女言論：疫情時期對女性的性監控。

張弘潔，失業率與兒少不當對待之關係：性別與年齡的交織性。

張玉芬，廟宇花擔班高齡婦女遶境與志願服務經驗初探。

張俐璇，江湖情事：臺灣「抗戰文學」裡的國共關係。

張洋，當代母語流行歌曲所展現的原住民女性樣態：以阿爆為例。

畢恆達、葉庭瑜、莊詠竹、洪文龍，建築教育／實踐與性別。

郭惠瑜，中高齡身心障礙女性在 Covid-19 疫情下的社會處境與服務支持。

陳于揚，The Research on the Misogyny Culture of Gay Community in Taiwan 臺灣男同性戀社群 
　　　的厭女文化研究。

陳芷凡，原來妳在這裡：廣電基金原住民文化節目的他者／她者再現。

陳曼晴，Domestic duties as work : Consolidated subordination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單蔓婷，從「田園」到「極端」──中國社群網站中「女權」論述的流變與收編。

曾薰慧，製造「異托邦」：台灣低階性娛樂產業的空間分析──以越南特種小吃店為例  
　　　The Making of Heterotopia: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Low-End Entertainment Business  
　　　Featuring Foreign Hostesses in Taiwan。

游宗翰，一個酷兒的誕生：以酷兒法律理論詮釋 HIV 感染者之性權利。

游美惠、蕭靖融、詹志翔，全面還是片面？一中學教科書性教育內容的檢視分析。

黃子劼，愛／死在同志酒吧：《斷代》中的第三空間。

黃宗儀、胡俊佳，「硬著頭皮」為母則強：在韓台灣女性婚姻移民之母職實踐。

黃奕綾，「新人」作為一種位置：論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與《我的美術系少年》。

131

118



黃淑怡，荷蘭第一代華人移民女性與 kraamzorg（產後照顧士）之跨文化溝通研究。

黃聖斌，再探臺灣女性之母職薪資懲罰：「固定效應模型」的實證分析。

楊又欣、陳美華，「不要在我家旁邊」：性隔離的空間政治。

楊佳羚，（無法）跨國帶孫：空間移動與照顧實作。

楊幸真，大學生的性別教育：教什麼與學什麼？

楊鳳麟，離散與游移：同婚時代下基督徒同志教會生活的性別政治。

葉庭瑜，離開身體，尋路自由：女性玩家的開放世界遊戲經驗。

廖郁欣、張盈堃，其實我不「壞」：毒品勒戒女受刑人與家人關係的生命故事探究。

劉亞蘭，性別平等教育的哲學基礎。

劉承欣，女性理想居所的再探尋：論方梓《誰是葛里歐》的女性、土地與族群關係。

蔡孟潔，還原班雅明哲學內部「女漫遊者」（flâneuse）形象：漫遊者的衍生與衍異。

蔡宜家，犯罪數據裡的性別態樣：評女性犯罪數據之統計方法與效應。

蔡承宏，照顧／治理的政治：臺灣經濟弱勢單親婦女扶助政策的文本分析。

蔡玫姿，好女兒？好媳婦？紀錄片《阿紫》（2019）再現台越家庭之代間失語現象。

蔡春美，非順性別者性別重置經驗與對免術換證的看法。

鄭力豪，我們的 LGBT 待客之道──台灣 Airbnb 性別友善房東的出現與結盟。

黎芸靈，Faculty’s experiences of working in a virtual workplace。

盧孟宗，大象如何跳起舞：公部門性別業務與行政組織的制度邏輯與實作協商。

遲恒昌，肢體障礙女性、醫療空間與移動經驗。

戴尹宣，當踢吧消失時：當代台灣女同志酒吧的命名政治與認同典範轉移。

戴綺儀，「交友卵體」的指尖漫遊：社群時代的女同志交友文化與實踐。

鍾瑋芸，Men on the Move; Women Stay Put: The Gendered Mobilities in Taiwan's Public-Sector  
　　　Labour Market。

顏芝盈，特教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在隱藏空間實踐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抵抗與可能。

羅盤針，偽娘的性別越界地圖：扮裝、空間與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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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別中交織的故事──交織的困境、多元平等與實踐。台灣性學會學術研討

會 2022.12.17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性學會、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地點：樹德科技大學國
際會議廳）

張以琳、黃詠瑞，非二元性別酷兒的性別流動與展演之自我敘說。

張嘉芬、郭洪國雄，BDSM 是偏好不是病：實踐者性探索歷程之分析研究。

許容綺、林東龍、郭洪國雄，女大學生對於 HPV 疫苗看法研究。

許震宇，從 CEDAW 論不受歧視與平等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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