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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與性別研究出版書目

一、 專書

■  歷史

Gene Brucker 著；羅亞琪譯（2023.05）《喬凡尼與盧莎娜：一場婚姻訴訟，一個關於文藝復 
　　　興時期階級、性別與法律的故事》，臺北：三民。

三成美保、姬岡壽子、小濱正子著；李瑋茹、鄭天恩譯（2023.06）《女性的世界史：理解性 
　　　別意識與歷史變遷，開啟性別史的新視野》，臺北：八旗文化。

楊若暉著（2023.09）《少女之愛：台灣 ACG 界百合迷文化發展史》（2023 增修版），臺北： 
　　　蓋亞。

Peggy O’Donnell Heffingto 著；廖素珊譯（2023.09）《沒有小孩的她們：一段女性抉擇生與 
　　　不生的歷史》，臺北：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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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  

王晴鋒著（2023.05）《認同而不出櫃：中國同性戀者的生存困境》，臺北：時報出版。

何婉麗著；魏念怡譯（2023.05）《台灣生態家庭：六個女性、環保與社會運動的民間典範》， 
　　　臺北：時報出版。

Claire Cohen著；鄭婉伶譯（2023.06）《我們是永遠的好朋友？：關於女性友誼的真相》，臺北： 
　　　網路與書出版。

串門子社會設計著（2023.07）《女性生活設計：看見真實需求，以設計思維打造性別友善的 
　　　創新服務，開創女力經濟》，臺北：果力文化。

林麗珊著（2023.09）《女性主義與性別關係》（7 版），臺北：五南。

黃應貴、林開世、方怡潔、呂玫鍰、趙恩潔、張翊、陳怡君、羅盤針著（2023.09）《性別、 
　　　主體性、與重構生命世界》，臺北：群學。

上野千鶴子、鈴木涼美著；曹逸冰譯（2023.09）《始於極限：跨越社會習以為常的「邊界」， 
　　　當代女性如何活出想要的人生》，臺北：悅知文化。

Judith Butle 著；聞翊均、廖珮杏譯（2023.09）《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臺北： 
　　　時報出版。

Jamie Fiore Higgins 著；吳書榆譯（2023.09）《我在高盛的金錢與仇女人生：來自華爾街的性 
　　　別歧視、霸凌、騷擾與厭女症第一手沉痛告白》，臺北：商周出版。

Yolande Strengers、JennyKennedy 著；柯昀青譯（2023.09）《智慧妻子：Siri、Alexa 與 AI 家 
　　　電也需要女性主義？》，臺北：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尹晶園、金旼志著；余映萱譯（2023.09）《妳的身體，妳作主！》，臺北：台灣廣廈。   

■  藝術  

楊芳枝著（2023.09）《台流．華影：中國霸權下的台灣電視劇文化、性別與國族》，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心理  

Jessica Fern 著；柯昀青譯（2023.04）《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 
　　　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臺北：麥田。

阿爾黛西亞著；王蘊潔譯（2023.09）《與其事後越想越氣，不如當場這樣反擊》，臺北：這 
　　　邊出版。
Julia Kristeva 著；許薰月譯（2023.09）《弒母：梅蘭妮．克萊恩的痛苦、瘋狂與創造》，臺北： 
　　　心靈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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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論文

1. 專題論文

■  「性別、空間與（不）移動」，《婦研縱橫》（2023.04），118。

藍佩嘉〈「性別、空間與（不）移動：女學會 2022 年會」專題導言〉，118：8-9。

藍佩嘉、黃種賢〈清消的政治：疫情危機、遷移與性別〉，118：10-19。

楊涓〈性別、遷移與照顧（一）〉，118：20-27。

韓宜臻〈性別、遷移與照顧（二）〉，118：28-37。

姚惠耀、陳佩妤〈性工作與空間政治〉，118：38-43。

戴靖芸〈挑戰「移動貧窮」：障礙、性別、（不）移動〉，118：44-51。

熊家瑜、周子謙〈戰爭遷徙到冷戰移動：熱戰到冷戰的戰爭書寫、女性離散與文化跨界〉， 
　　　118：52-61。

■  「白色恐怖的性別面面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2023.06），101。

李淑君〈專題引言／白色恐怖的性別視角：女性受難者、再現政治、監控機制與陽剛國家〉， 
　　　101：12-15。

林傳凱〈「白色恐怖」中的女性政治犯──重思「歷史真實」與「再現」的政治〉，101：16-29。

黃春蘭〈阿母與我：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的故事〉，101：30-37。

施又熙〈歷史長河裡的泡沫〉，101：38-43。

陳昱齊〈白色恐怖時期對「獄外之囚」的監控機制〉，101：44-50。

林瓊華〈走出陽剛國家籠罩下的民主陰影：《「中正紀念堂」歷史小旅行》的威權象徵反思 
　　　與實踐〉，101：51-59。

2. 一般論文

■  文學

甯應斌（2023.04）〈性哲學及其不滿──論高德曼的簡性〉，《應用倫理評論》74：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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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禹彤（2023.05）〈厭女的文明：評《女力告白：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文化研究》 
　　　36：426-437。

黃文彬（2023.06）〈公園、汽車、小吃店：台灣文學中移民工的空間與性別觀點〉，《中正台 
　　　灣文學與文化研究》3：2-23。

劉曉恬（2023.06）〈論家庭功能缺乏者進行敘事治療的可行性：以 1960 年代女性作家鍾文音、 
　　　郝譽翔成長書寫為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19（2）：135-157。

藍文玲（2023.06）〈盯視下的奇觀與日常：《月光石》與《法律與淑女》中的失能〉，《英美 
　　　文學評論》42：157-185。

蘇穎欣（2023.06）〈前冷戰馬華女性書寫：《新婦女》的左翼政治與女性身體〉，《中國現代文學》 
　　　43：25-47。

劉柳書琴（2023.07）〈綠色的眼淚：論伊藤永之介的糖業批判小說〈平地蕃人〉〉，《臺灣文 
　　　學學報》42：1-34。

梁右典（2023.08）〈海外中國婦女研究的示範之作：評盧葦菁等編《蘭閨史蹤：曼素恩明清與 
　　　近代性別家庭研究》〉，《實踐博雅學報》34：101-108。

陳奕豪（2023.09）〈列女傳記的「通俗化」改動：以《古今列女傳演義．齊宿瘤女》為中心的 
　　　考察〉，《史原》復刊 14：127-164。

■  社會

王則閔（2023.04）〈我國高等教育女性專任教師概況研究〉，《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4）： 
　　　99-107。

安利利、李美儀（2023.04）〈「共生」與「契洽」：城市中產家庭婆媳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 
　　　《傳播與社會學刊》64：129-159。

李宜軒（2023.04）〈亞美女性主義法學的未來方向〉，《婦研縱橫》118：112-119。
 
林承慶（2023.04）〈當男人織布時：編織不一樣的彩虹橋〉，《婦研縱橫》118：96-103。

婦研縱橫編輯室（2023.04）〈性別統計資料庫的探索、運用與視覺化〉，《婦研縱橫》 
　　　118：104-111。

郭怡慧（Michelle Kuo）著；林紋沛譯（2023.04）〈「我們從自己的失去出發，伸出雙手擁 
　　　抱我們傷害的人」：女性受刑人與凱西．布丹（Kathy Boudin）的人生故事〉，《婦 
　　　研縱橫》118：80-95。

陳聆恩、許華孚、劉育偉（2023.04）〈兒少性剝削私密影像案件需求評估與處遇困境之探究－ 
　　　以社工人員為視角〉，《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14（2）：37-57。

黃宗儀、黃佳媛（2023.04）〈「你怎麼嫁到比大陸還大陸的地方？」：性別化地緣政治與臺 
　　　港跨境婚姻〉，《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4： 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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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德蘭（2023.04），〈性別變革取徑：性別主流化的 2.0 版？〉，《婦研縱橫》118： 
　　　62-79。

闕郁荃（2023.04）〈穿越時空的跨性／別者：以菲律賓 bakla 的陰性氣質為例〉，《人類與 
　　　文化》48：121-130。

王志嘉（2023.05）〈從性別平等三法談醫療場域的性騷擾〉，《台灣醫學》27（3）：346-351。

李政儒、王瓊琳、黃鼎佑（2023.05）〈德國與我國母性權益保護之回顧與展望〉，《工業安 
　　　全衛生》407：21-36。

李政儒、王瓊琳、郭晉源（2023.05）〈探討台灣就業安全體係提供母性產假週期人力資源機 
　　　制之研究〉，《工業安全衛生》407：37-57。

張慶麟（2023.05）〈從國際勞動節與母親節談女性權益〉，《工業安全衛生》407：2-2。
 
顏芳姿（2023.05）〈性別與勞動：台灣養女制的變與不變〉，《人文社會與醫療學刊》10： 
　　　109-143。

王南琦（2023.06）〈你也被叫過恰查某（tshiah-tsa-bóo）嗎？〉，《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101：116-123。

王珮玲、陳怡青、方念萱（2023.06）〈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研究初探〉，《臺大社會工作學 
　　　刊》47：149-199。

丘耀文（2023.06）〈哺乳只能親餵？以身體自主權思考母乳哺育〉，《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101：128-131。

吳薇安（2023.06）〈海洋科學產業中女性的發展挑戰與促進契機〉，《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46（6）：112-119。

李秀如（2023.06）〈爸爸的陪產假──從性別平等的觀點說起〉，《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101：132-135。

李耘衣、郭汶伶（2023.06）〈她也是來自大港的女兒──李凈瑜專訪〉，　《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101：96-107。

李韶芬（2023.06）〈照顧趕工：當「專業化」遇上「能力」－以長照機構為例〉，《女學學 
　　　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1-56。

周家瑜（2023.06）〈霍布斯與洛克論家庭、女性與家父長主義〉，《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78：189-244。

林秀珍（2023.06）〈專題引言／臺灣魂〉，《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62-65。

林佩萱、許碧純（2023.06）〈臺灣未婚男女對先有房子再結婚的態度〉，《人文及社會科學 
　　　集刊》35（2）：351-389。

林津如（2023.06）〈守護狼煙的女人：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女性的主權實踐〉，《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35（2）：391-433。

邱伊翎（2023.06）〈終生實踐利他主義的人權典範：林淑雅〉，《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101：14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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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琡雯（2023.06）〈女行、履行、旅行：天理教臺籍女佈教師返回原地的經驗〉，《女學學 
　　　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57-101。

張桓溢（2023.06）〈關於白色恐怖，我們其實還有更多能做的：「步青春生勇氣 ê 黃采薇」 
　　　地圖的探究與實作〉，《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 88-95。

梁右典（2023.06）〈試論近年來女神研究視域下的媽祖議題與展望〉，《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46：117-140。

畢恆達、洪文龍、陳志軒（2023.06）〈連結與跨越：台大女研社的成立、運作與轉型〉，《女 
　　　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103-148。

陳佳欣（2023.06）〈南蠻女孩的成長敘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　80-83。

陳晨（2023.06）〈真正的不參與，是逃避〉，《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75-79。

曾凡慈（2023.06）〈科技治理的女性主義介入：評論 Making Multiple Babies：Anticipatory  
　　　Regimes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52：149-162。

楊靜利、黃于珊、翁康容（2023.06）〈中年單身者的個人特徵、家庭關係與社會參與〉，《人 
　　　口學刊》66：75-128。

雷忠騰、王子芳（2023.06）〈論述老年同志居住長照機構狀況及友善機構之策略〉，《長期 
　　　照護雜誌》26（1）：103-113。

劉子健（2023.06）〈跨性別者婚後變性對婚姻效力之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7（2）： 
　　　59-79。

劉子涵（2023.06）〈父權美貌／賦權美貌：美麗是性別規訓下的神話，還是自我勞動的成 
　　　果？〉，《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124-127。

劉淑雯、林微珊（2023.06）〈[第三篇 ] SDGs目標6淨水及衛生與目標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108-115。

歐陽格格（2023.06）〈美，誰說了算？變裝皇后課程分享〉，《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 
　　　136-141。

潘美（2023.06）〈南蠻與我〉，《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71-74。
 
編輯部（2023.06）〈「108 課綱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與前瞻論壇」記事〉，《性別平等教育 
　　　季刊》101：142-143。

編輯部（2023.06）〈南女 112 級學生觀影反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84-87。
　　　謝新英（2023.06）〈南蠻：起源〉，《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66-70。

侯政男（2023.07）〈府城老年男同志運用資訊通訊科技尋求性傾向認同之初探〉，《性學研 
　　　究》14（1）：15-33。

戴智星、王麗卿、單耘（2023.08）〈消費者不同性別之單色原子筆色彩購買行為研究〉，《文 
　　　化創意產業研究學報》13（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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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巧珊（2023.08）〈從性別觀點思考「國軍體能多元訓練」與「美國陸軍戰鬥體適能測驗」〉， 
　　　《陸軍學術雙月刊》59（590）：47-61。

王素彎、蔡依恬（2023.09）〈薪資透明政策對性別薪資平等理念達成之影響〉，《臺灣勞工 
　　　季刊》75：24-33。

李玉珍（2023.09）〈跨宗教、跨派別、跨學科的性別研究 --臺灣女神研究的越界交流〉，《人 
　　　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4（4）：26-29。

林昀徵、張耘齊、洪敏豪、邱俊文、薛雅馨、黃祥龍、張曉昀（2023.09）〈大學生功能性動 
　　　作篩檢及關節活動度之性別差異〉，《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20（2）：54-71。

陳卉榛（2023.09）〈女性賦權與包容性成長之關連：以 APEC 為例〉，《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46（9）：103-110。

黃柏鈞、黃新亞（2023.09）〈娶妻前，生子後？以家庭動態調查衡量婚姻對勞動市場表現的 
　　　影響〉，《經濟論文》51（3）：277-308。

廖淑卿、孫智辰（2023.09）〈活躍老年生活？中高齡男性未投入志願服務之探討〉，《社會 
　　　發展研究學刊》32：67-94。

蕭婉鎔、吳翊銘（2023.09）〈在家工作行不行？科技業與教職業居家辦公之家庭－工作衝突 
　　　對工作壓力與工作績效的影響〉，《商管科技季刊》24（3）：251-276。

賴偉文（2023.09）〈臺灣就業市場之性別薪資差距初探〉，《經濟前瞻》209：67-75。

嚴巧珊（2023.09）〈東亞國家軍隊工作與家庭平衡休假政策發展歷史之研究〉，《東亞論壇》 
　　　521：33-50。

■  教育

吳佳雯（2023.05）〈國民小學已婚女性主任行政職涯發展探究〉，《學校行政》145：132- 
　　　157。

李偉敬（2023.06）〈從校園性別平等教育，邁向 SDGs 性別平等目標〉，《國立國父紀念館 
　　　館刊》59：72-75。

陳如音（2023.06）〈論國內性別平等教育與校園氛圍的變化〉，《鵝湖月刊》576：0-1。

辛佩羿（2023.09）〈校園性平調查實務流程介紹〉，《月旦律評》18：97-104。

孫俊傑、李靜儀、龔心怡（2023.09）〈包容性評鑑取向運用於偏鄉國民中學學習扶助方案之 
　　　探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8（3）：141-178。

楊曉芳、黃志富、黃孟娟、徐仲豪、梁至中（2023.09）〈探索醫學系學生居家線上考試之 
　　　e 化監考觀點與學習醫學焦慮度：性別所扮演之角色〉，《科學教育學刊》31（3）： 
　　　267-289。

謝淑敏（2023.09）〈性別平等師資培育課程輔導效果之研究：以「性別與科技為例｣〉，《台 
　　　灣教育研究期刊》4（5）：12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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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林資堯（202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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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純怡（2023.04）〈論宋代女廚〉，《中國飲食文化》19（1）：1-34。
 
王昌偉（2023.06）〈晚明重情文化下入教士大夫的納妾與懺悔：以王徵《崇一堂日記  
　　　隨筆》為例〉，《明代研究》40：1-29。

宋哲、蘇麒雲（2023.06）〈海上性侵案引發的海運業文化變革思考〉，《航貿週刊》 
　　　24：21-28。

杜賽男、孫秀蕙（2023.06）〈晚清《啟蒙畫報》中的「女學」：一個圖像符號學的觀 
　　　點〉，《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61（2）：277-335。

■  體育

呂雅鈴、陳秀蓮、李琇蓉（2023.07）〈照顧一位年輕媽媽罹患乳癌合併高血壓之護理經 
　　　驗〉，《北市醫學雜誌》20（2）：253-263。

依林（2023.07）〈不同性別運動團隊之女性教練行為與角色差異〉，《輔仁大學體育學刊》 
　　　22：67-87。

楊千潁、許雅雯（2023.07）〈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女性裁判執法現況與持續參與動機〉，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22（1）：31-45。

程昱瑋、曾郁嫻（2023.09）〈媒體工作者視角下的運動員性別呈現：2017 世界大學運動 
　　　會為例〉，《臺大體育學報》45：11-23。

鄧碧珍、鄧碧雲、梁嘉音、戴沁琳、陳韋翰、林儀佳（2023.09）〈三對三籃球比賽探討 
　　　性別與勝負於跑動參數以及外在負荷之影響〉，《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20（2）： 
　　　22-33。

■  法律

李柏翰、張竹芩（2023.04）〈被偷走的人工流產自由：「多布斯訴傑克森女性健康組織案」 
　　　之國際人權法律評析〉，《醫藥、科技與法律》28（1）：93-146。

黃翠紋（2023.04）〈英國防制跟蹤騷擾措施與變革之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 
　　　究專刊》34：51-102。

王子榮（2023.06）〈積極性平權措施再檢視－以刑事訴訟中原住民身分的程序保障為中 
　　　心〉，《軍法專刊》69（3）：69-89。

顏筠展（2023.06）〈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性別平等展望－以日本刑法第 179 條反思我 
　　　國刑法第 228 條之修正可能〉，《育達科大學報》51：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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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廼軒（2023.08）〈論「跟蹤騷擾行為」入罪化爭議〉，《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 
　　　35：109-160。

吳思儀（2023.09）〈修正勞工請假規則第 9 條規定保障女性勞工受領全勤獎金之權益〉， 
　　　《臺灣勞工季刊》75：46-49。

林易典（2023.09）〈以生父認領推翻婚生推定：比較法上的觀察〉，《臺大法學論叢》 
　　　52（3）：741-827。

■  醫學

陳敏郎（2023.04）〈中部女大學生生育相關因素之研究〉，《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9（2）： 
　　　20-30。

鄭佳洵（2023.05）〈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女性族群中的特殊性和臨床應用〉，《臨床醫 
　　　學月刊》91（5）：278-281。

林秀蘭、卓妙如、齊珍慈、楊佳鳳（2023.06）〈性早熟學齡兒童健康生活型態與自我概 
　　　念之相關性探討〉，《榮總護理》40（2）：144-152。

林佳慧、廖翊翔、李湘萍（2023.06）〈中醫治療青少女痤瘡併月經不規則之病例報告〉， 
　　　《台灣中醫兒童暨青少年科醫學會雜誌》3（1）：45-56。

阮黃國越、林燕卿、朱元祥、施俊名（2023.07）〈越南男同性戀性工作者的性生活與性 
　　　傳染病自我預防之研究〉，《性學研究》14（1）：53-81。

施秋蘭、張浩峰（2023.07）〈數位科技環境醫護人員職場性別權益維護〉，《醫療品質
　　　雜誌》17（4）：74-79。

郝立智、簡崇仁、范麒惠、陳昆祥、林育弘、鄭智仁、吳明瑞、潘潔慧、黃偉輔、楊純宜 
　　　（2023.07）〈原發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治療建議〉，《臨床醫學月刊》92（1）： 
　　　467-474。

郭姿吟、張宸瑋（2023.08）〈台灣男性工作者的年度噪音暴露劑量和聽閾及耳石－前庭 
　　　功能之相關〉，《台灣公共衛生雜誌》42（4）：374-388。

林素月、蔡美容、陳秋雪、廖思蘋、賴炘怡、劉婷婷（2023.09）〈青少年生理構造異常 
　　　之病情告知倫理衝突〉，《彰化護理》30（3）：65-70。

張雅雯（2023.09）〈一位未成年少女遭網友性侵害導致出血性休克之急診護理經驗〉，《領 
　　　導護理》24（3）：62-76。

梁郁馨、李億純、蔡美容（2023.09）〈照顧一位青少女子宮外孕之急診護理經驗〉，《彰 
　　　化護理》30（3）：95-105。

陳昱名（2023.09）〈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束縛的醫療照護人力資源培養與運用〉，《醫療 
　　　品質雜誌》17（5）：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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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甫昌、莊宇真（2023.09）〈醫學研究性別考量之國際進展及我國指引建置〉，《台灣 
　　　醫學》：27（5）：537-551。

■  心理

李育珊（2023.04）〈淺談戀童症的介入與治療〉，《諮商與輔導》448：38-41。

宋宥賢、李佩珊（2023.05）〈出走自我？走出自我！－跨性別女性的性別認同發展歷程 
　　　與經驗〉，《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7：5-44。

李亭萱、李明峰（2023.05）〈臺灣無性戀身分認同歷程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67：45-82。

林倩如、趙淑珠（2023.05）〈已婚女兒照顧失智父親之關係變化：系統觀點的探究〉，《輔 
　　　導與諮商學報》45（1）：1-37。

溫祐君、喬虹（2023.05）〈同志諮商心理師的出櫃與自我揭露：同志諮商經驗與策略〉，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67：119-157。

朱群芳、陳星宜、謝沛怡、陳昕榆（2023.06）〈憂鬱、賦權、家庭支持與在監個人進展 
　　　之相關性：針對台灣女性受刑人的實證研究〉，《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7：1-53。

呂信慧、巫政頴、陳毓文、曹峰銘（2023.06）〈學齡到青少年期的幸福感結構精緻化： 
　　　性別與年齡效果〉，《中華心理學刊》65（2）：81-108。
葉致芬、郭麗安（2023.06）〈性平事件行為人諮商輔導中的性別權力議題〉，《輔導季刊》 
　　　59（2）：45-60。

羅佳恩、蔡文榮、徐雅姝（2023.06）〈越南新移民子女國小適應議題之個案研究〉，《教 
　　　育科學期刊》22（1）：69-97。

李玉嬋、陳郁方、鄭雅雯（2023.07）〈難以言喻的兒童性創傷與重建幸福療癒之路〉，《諮 
　　　商與輔導》451：2-4。

邱惟眞、簡良霖（2023.07）〈少年性侵害行為人靜態再犯危險評估量表之確認與效度檢 
　　　驗〉，《性學研究》14（1）：1-14。

施睿誼、葉怡伶、吳慧菁、鍾志宏、王葦庭（2023.07）〈智能障礙性侵犯犯罪特性及處 
　　　遇需求研究〉，《矯政期刊》12（2）：33-60。

洪筱彤（2023.07）〈當女性主義諮商遇上臺灣性少數族群〉，《諮商與輔導》451：12- 
　　　14。

任湘琦、陳宇平（2023.09）〈永別時刻的未知數：單親家庭子女對非養育父母方死亡之 
　　　情緒經驗探究〉，《輔導季刊》59（3）：53-66。

戴光輝、吳柏勲（2023.09）〈性侵受害成年男性於急診採證之照護經驗〉，《新臺北護 
　　　理期刊》25（2）：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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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林佳靜（2023.05）〈少女英雄覺醒──從電影觀察兒童和青少年的女性形象〉，《竹蜻蜓． 
　　　兒少文學與文化》10：55-84。

葛昌惠、伊彬（2023.06）〈性別與視覺元素對攝影作品之情色感受與喜好程度〉，《高 
　　　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54：41-61。

張靖爾（2023.08）〈以社會階層理論初探十九世紀法國女裝之特色分析〉，《紡織綜合 
　　　研究期刊》33（3）：58-66。

蔡宗德（2023.09）〈傾聽他們的聲音：台灣東南亞新移民的表演藝術發展與困境〉，《關 
　　　渡音樂學刊》37：77-108。

鄭欣怡（2023.09）〈機器人是否能夠成為人類的理想伴侶？談 Ich bin dein Mensch《我是 
　　　你的完美男友》原作短篇小說與文學改編電影的不同見解〉，《東吳外語學報》 
　　　55：63-93。

鄭芳婷（2023.09）〈Q2：我們的認同如何形塑、藝術的抵抗如何可能？從酷兒視角，重 
　　　思藝術創作的詮釋〉，《PAR 表演藝術雜誌》355：26-29。

三、會議論文

■   2023數位時代的性別與暴力國際研討會 2023.05.27

（主辦單位：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
教育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協辦單位：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地點：
googlemeet 線上會議室）

王振圍、李易蓁，同志收養家庭新聞以外的現實──旁觀者留言樣態初探。

朱學禹、賴湘妮、張志堯，速食愛情之兩性觀。

洪淩，合理的維權 , 架接的證據：從電影《塔爾 Tar》的數位評論 - 爭戰分析晚近的情色政治。
 
張思嘉、陳登翔，數位尋愛：交友 Apps 關係發展歷程中信任建立的策略與困境。

曹家榮，邁向虛擬替身？反思肉身存有──界線的模糊、跨越與重構／曹家榮。

陳于揚、李柔穎，數位時代中的情慾想像扁平化：以構鏡論探討資訊社會中二元性別霸權的 
　　　宰制。

陳宜倩，令人不安的對話～科技發展下女人情慾探索與經歷之暴力。

黃威鈞，探討生存恐怖遊戲的文本加入多元文化內容對遊戲玩家之購買意願──以《最後生 
　　　還者二部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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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聖哲，論米德的自我理論。

顏筠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是填補刑法對於復仇式色情規範上不足之最後一道防線？

■   女學會 2023年度研討會台灣女性主義：知識典範、社群形構與運動發展

2023.09.23

（主辦單位：女學會；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百年樓）

尹振光，婚姻平權在小說中的再現與挪用。

方念萱，聊以自娛或是物化辱人的深假？深假換臉的暴力論分析。

王岑貝，媽祖信仰的物質化：大甲鎮瀾宮「天后點紅」。

王浩翔，試論跨性別迷思：定義、類型、事實與成因。

王舒芸、覃玉蓉、王兆慶，婦運遇上資本邏輯：照顧和就業如何解？

王鈺婷，身分・身體與主體：論言叔夏散文中的移動經驗與生命敘事。

王儷靜，逃逸或轉譯？──我國性別平等教育政策論述和女性主義之關係網絡

丘耀文，試論台灣泛性戀者的情慾、認同建構與社會處境。

甘偵蓉，演算法偏見下的結構不正義。

白雨農，女性作為 Pasibutbut 與布農族音樂傳承者的困境與突破。

伍維婷，From “Homosexuality is Abnormal” to Marriage Equality – the challeng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the patriarchy society and gender movement.

江婉琦，我的臺灣男友：印尼移工女性之愛情新選擇。

衣若蘭，《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的蜿蜒之路》。

余貞誼，資料權力與政治：從資料中的性別到性別化的資料。

吳宗泰，抵抗與知識再生產：台灣性少數污名與愛滋連結。

吳東翰，國族論述、女性主義、亞美觀點：以聶華苓探測三種研究「野性」女人的跨文化框架。

吳柏毅、賴淑娟，從「移動的關係性」探討都市原住民同志主體性的形構。

吳頌琳，進出家「門」，往返「橋」上──鐵凝《玫瑰門》、陳雪《橋上的孩子》裡女性與 
　　　家的中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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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明，護理女大學生的性身體經驗與主體。

呂青湖、黃怡菁，R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 among Young People in Taiwan。

李玉珍、熊佑庭，跨國新興宗教之在地化與性別論述：TMCG 的女性聖職人員調查。

李立如，Friend or Foe ？ The Judicia Bureaucracy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李佳芸，從性別觀點看臺灣的凍卵論述。

杜晏汝、梁秋虹，「無理心中」？初探日治臺灣性工作者殉情案件的罪與罰。

周月清、陳伯偉、盧孳艷，「還我性健康權」：智能障礙者性健康權培力介入方案。

官曉薇，Constitutional Equality and the（De）Gendered Family Mainstreaming Genderin  
　　　Taiwan’=sJudiciary ：The Cautiously Implemented Measures to Createa Gender Friendly  
　　　Courtin Taiwan.

林子茗，「孤獨」與「連結」──一名青年男同志的憂鬱敘事。

林宇嫣，汙穢或正常：戰後台灣民間宗教月經禁忌的鬆動。

林杏儒，製造「和諧」：男同志與原生家庭的親子協商。

林秀珊、張德勝、王允駿，Mission Impossible ──對國小學生進行同志教育之行動研究。

林佳妤，隱形的翅膀：被噤聲的紅斑性狼瘡患者。

林宛柔，國家暴力下原住民女性的韌力與重生。

林昀嫺、薛于庭，青少女人工流產法制研究：美國法之啟示。

林羿心，噤聲與發聲：臺灣女性播客主的性別意識實踐。

林祐緯，以權利為中心之性別平等教育。

林聖曜，青壯年男同志實踐開放式關係的想像與協商。

林綠紅、白爾雅，婦女團體介入醫療健康政策的改革之路：以「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為 
　　　例 Feminist groups engaged in the reform of health policies： Taking ‘Childbirth Accident  
　　　Emergency Relief Act’ as an example.

邱羽凡，工資性別歧視禁止與工資透明化制度建構之研究──以冰島同酬證照制度立法為參考。

姚惠耀，臺灣性教育的歷史發展及其論爭（1920 迄今）。

姚惠耀，戰後臺灣同性戀的身影（1950-80 年代）。

姜貞吟，少數族群的性別政策實踐：客家的族群化與性別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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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祥庭，不願弭平的創傷──陳思宏《鬼地方》的集體酷兒修復。

晏向田，自我民族誌與女性主義研究。

張弘潔，疫情前後兒少不當對待：性別、年齡、類型之趨勢分析。

張竹芩，政府大型追蹤調查中的性別意識分析。

張竹芩、謝雨純、劉曉彤、林正揚、簡瑞琪、廖士婷、賴玫均、于政民、李柏翰，「讀書會」
　　　作為社群建立與集體行動之女性主義方法：集體自我民族誌。

張德勝、王鴻哲、游家盛，高齡者性別角色信念、對同志偏見與同志成家態度關係之研究。

畢恆達、彭渰雯，台灣的廁所運動：從街頭到國家。

郭宇欣，台灣近二十年宗教性侵研究論文探析──女性主義觀點。

陳木青，從現身到敢曝──論酷兒散文的身體操演。

陳伯偉、邱春瑜、郭惠瑜、周月清，發展障礙研究倫理基本原則與操作指引：支持障礙者參 
　　　與研究。

陳佩甄，《愛的文化政治：台韓現代親密關係的殖民系譜》。

陳佩甄，成為女「人」：台韓女性主義的冷戰系譜。

陳明莉，《「老女人」的生命尋訪：女性主義老年學研究》。

陳芷凡，「女」闇嗣者的回返：原住民巫覡文化的性別敘事與辯證。

陳昭如，是敵是友？司法官僚制與女性主義反性暴力運動。

陳蕾琪，酷兒時機：黃麗群〈貓病〉的逆行時間性。

傅仕達，慈母手中起底一底二：苑裡編藺文化與婦女形象再現初探。

彭康家，「性」作為生命治理技術：論鄭淑麗影像的「情色藥理」與義肢主體性。

彭康家，情感檔案與酷兒修復式閱讀：以登曼波「居家娛樂」展覽為例。

彭琬瑜，從健康權觀點論口服避孕藥品分類政策。

曾柏嘉，照顧作為異質鑲嵌：台灣愛滋治理轉型下醫療公民的生成。

黃長玲，Gender Quotas and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黃淑玲，台灣性別平等政策機制：婦女運動和國家女性主義高度重疊與鑲嵌之利弊。

黃敬雅，新「溫柔鄉」──蕭麗紅長篇小說的女性與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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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玲，女性（主義）性別（觀點）還缺席嗎？教育行政領導相關教科用書性別意識檢視。

楊佳嫻，年夢遊：論賴香吟《文青之死》裡的女性、婚姻與移動。

楊幸真，依舊是「寒冷的教室」？女醫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處境。

董晨晧 Remal jiz Mavaliv，台灣原住民族多元性別的不可命名性。

雷函霏，愛礙於左右兩難：女性主義者的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實踐。

廖士婷，臺灣乳癌生存者的性健康──質性研究。

劉文，反軍事之後？女性主義的冷戰問題與戰時台灣的民防運動。

劉亞蘭，「我不能」的抵抗性：Buter 和女性主義現象學，如何談論非二元性別身體？

劉宥均、鄧秉杰、鍾成鴻，打破沉默！軍校同志學生的適應與挑戰之初探。

劉建志，吳青峰創作與展演中的性別意識分析。

劉珮瑄，作為行動的女同志文學：卓嘉琳的身分書寫。

劉睿菊、蕭蘋，手機的家庭馴化：行動傳播科技與父職實踐。

劉衡謙，Queer Sociology Now Three decades of Queer Theory/Sociology dialogue in the West and  
　　　Taiwan.

潘莉敏，女性主義音樂學在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蔡宇捷，非「單」視野：非單性戀者認同與親密關係實作的解放與框架。

蔡孟哲，《愛的認識論：男同性愛欲文學的政治、情感與倫理》。

蔡孟哲，新後冷戰同志主義：《鬼地方》的性別創傷與情感政治。

蔡知臻，臺灣女同志詩人詩作中的主題與美學。

鄭芳婷，誰是誰的後盾？臺灣女性官兵的困境。

鄭芸婷，高歌民主等同支持台獨？中國女權酷兒對台灣同志國族主義的想像與民主暨台獨態 
　　　度之構聯。

鄭閔聰，弱弱何必相殘？──論郭強生小說中的厭女危機。

盧孟宗，鑲嵌與能動：台灣性別平等機制的組織改革──制度企業家的觀點。

盧省言，《有毒的男子氣概：從希臘英雄到現代新好男人，歷史如何層層建構「男人」的形 
　　　象》。

154

研究資訊

婦研119期-未封裝-0317.indd   154 2024/3/26   下午10:22



盧笛，台灣女同志時尚身份之展演──以《LEZS》雜誌為例。

賴婉琪，想像、情動、造家：亞洲女移工回鄉後的照顧及親密實踐。

遲恒昌，障礙、身體與性別：從肢體障礙者的移動與醫療空間經驗出發。

閻芝融，不只是勞力：黃昏市場蔬菜販售員的勞動技藝。

謝小芩、游美惠、王儷靜，性別平等教育法：婦運與國家的對話、合作與緊張關係 1988- 
　　　2023。

鍾道詮、羅品淞、蔡仲環，公民投票宣傳策略之初探：以 2008 年挺同公投為例。

韓宜臻，性，別教育？台灣國民小學教師實施全面性教育的困境與策略。

簡瑞琪，從大專青年所感知的親密關係暴力看預防宣導教育現況。

蘇崇閔，臺灣肢體障礙女性之生育經驗與權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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