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別社會學」課程大綱 p.1 

 

 

 

 

 

「性別社會學」110-2／ 週二 13:10-16:00 ／ 綜院 270315 

 

 「性別社會學」課程大綱  

授課人: 苗延威 

ymiao@nccu.edu.tw 

Office Hours：週二下午4-5時（請先預約） 

綜院南棟271544室／分機51544 

 

課程主旨 本課程將討論「性別」如何成為知識體系和權力運作的對象，並藉由選讀當

代相關學者的論著，以探究性別在社會關係與文化敘事當中的位置，期能與修課者

帶著性別意識，一同檢視和省思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 

 

修課要求 課程參與者依人數分為若干小組，每組約五人。 

(一) 文獻閱讀：  

1. 導讀：本課程將指定若干學術論文作為課堂討論材料，各小組就其分配的週次與論

文，在課堂上負責一篇「論文導讀」(以①~⑨表示)，並提供課堂討論的議題。導讀

組應提供討論簡報，報告時間以20-30分鐘為原則；簡報ppt檔(或pdf檔)需於當週上課

12小時前張貼於數位學習網。 

2. 提問：各組亦將擔任某篇論文的提問組，每位組員至少提問一題，每題字數約30~80

字，於當週上課12小時前張貼於數位學習網。 

(二) 專題研究： 

1. 期中大綱：各小組須自行挑選特定性別現象進行研究分析，於第9週上課日之前上傳

一份「研究計畫大綱」（1～2頁，格式不拘）至數位學習網。 

2. 期末呈現：學期結束前，各組須發表「研究計畫」報告，以簡報的方式呈現。 

(1) 期末呈現發表時間約15分鐘；簡報投影片以20頁為限，其中應包含5~8幅圖像，各組

成員的活動需出現於其中。 

(2) 引用材料應載明文獻出處，徵引文獻不計入簡報的25頁限制；資料為網路資料，亦

應註明網址與檢閱日期。 

(3) 第16週上課之前，各組須將簡報以ppt檔(或pdf檔)上傳至本課程數位學習網。 

(4) 期末共有兩週為小組簡報週，所有同學不論是否為報告組，務必出席，無假未到者，

以曠課論。 

mailto:ymia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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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演講： 

講者：吳寶銀女士（猴硐瑞三煤礦退休礦工）（暫定） 

時間：4月19日（暫定） 

 

(四) 紀錄片觀賞／心得撰寫： 

將於4月26日觀賞紀錄片「她們的故事」（暫定） 

修課同學需於第三即課撰寫500-800字心得，下課前繳交。 

 

 

評分標準 「課堂參與+影片心得」30%；「論文導讀」20%；「期中大綱+期末報告」30%；

「期末考」20%。 

 

備註： 

1. 課堂中雖不禁止使用手機、平板、筆電等物品，但請以課程學習為原則。 

2. 修課者應於各週課程前投入4-5小時學習時間。 

 

參考文獻 

本課程的參考文獻分為指定閱讀與建議閱讀：【指定閱讀】為各小組所負責的課堂導讀

範圍，文獻將張貼於數位學習網；【建議閱讀】則是若干相關議題文獻，可做為延

伸討論的讀物，請自行搜尋閱讀。  

 

課程進度 

 

◆ 第1週 〔2月15日〕課程介紹 

 

 

◆ 第2週 〔2月22日〕性別概論（一） 

小組分組自介 

【指定閱讀】 

Bell, Kenton, ed. “gender.” in Open Education Sociology Dictionary. 

(https://sociologydictionary.org/gender/). 2013.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性別社會學」課程大綱 p.3 

 

 

 

 

 

Review. 91 :5 (Dec.1986),pp.1053–1075. 

【建議閱讀】 

Alan G. Johnson著，成令方等譯，《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台北：群學，2008）。 

 

 

◆ 第3週 〔3月1日〕性别概論(二) 

【指定閱讀】 

曾嬿芬等人，〈檢視社會學教科書：女性主義的觀點〉，《女學學誌》17 (2004年6月)，

頁85-157。 

呂玉瑕，〈台灣民眾性別角色態度的變遷：1991－2001〉，《台灣社會學刊》48 (2011年

12月)，頁51-94。 

【建議閱讀】 

楊巧玲，〈插花的女人：台灣的教育社會學教科用書性別意識之檢視〉，《女學學誌》

17 (2004年6月)，頁47-83。 

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2006)。 

 

 

◆ 第4週 〔3月8日〕性別概論(三) 

【指定閱讀】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0 (2017年12月)，

頁167–230。 

黃淑玲、謝小芩，〈運動與學術雙向結合－台灣性別研究發展之跨學門比較〉，《女學

學誌》29(2011年12月)，頁173–231。 

【建議閱讀】 

陳佩英，〈意識與行動－台灣婦女／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通識教育季刊》

11:1&2 (2004年6月)，頁39–72。 

 

 

◆ 第5週 〔3月15日〕宗族與父權體制 

【指定閱讀】 

○1 姜貞吟，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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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Index/10244964-200406-11-1&2-39-72-a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4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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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737-785。 

【建議閱讀】 

張小虹，2020，〈姑姑的官司： 分家析產與姓／性別政治〉，《女學學誌》46：1-39。 

姜貞吟，〈桃竹苗客家地區宗親政治下的女性參政〉，《婦研縱橫》104（2016年4月），

頁19-30。 

姜貞吟，〈男性不在場：台灣女性參政的性別階序格局〉，《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2（2011

年8月），頁179-240。 

姜貞吟，〈女性作為政治行動者：台灣女性參政圖像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6（2009年12月），頁277-316。 

 

 

◆ 第6週 〔3月22日〕婦運與性別政治 

【指定閱讀】 

○2 黃淑玲，2020，〈政治意志與社會資本對性別平等機制的影響：以柯文哲市長與台北

市女委會為例〉，《女學學誌》47：41-92。 

【建議閱讀】 

黃淑玲、伍維婷，〈當婦運衝撞國家：婦權會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合縱連橫策略〉，《台

灣社會學》32 (2016年12月)，頁1-55。 

楊婉瑩，〈台灣婦運與世代價值差異〉，《政治科學論叢》49 (2011年9月)，頁161 – 195。 

范雲，〈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

《台灣社會學》5 (2003)，頁133-194。 

俞彥娟，〈「每個議題都是女性議題」－美國女選民聯盟的女性主義，1960-1974〉，《新

史學》18:1 (2007年3月)，頁121-168。 

楊婉瑩，〈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2007年11月)，頁53–94。 

黃長玲，〈差異政治的形成：1946 年婦女保障名額制定的歷史過程〉，《政治科學論叢》，

52 (2012)，頁89-116。 

 

 

◆ 第7週 〔3月29日〕紀錄片觀賞／心得撰寫：《她們的故事》 

【建議閱讀】 

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Index/10257551-200711-14-2-53-94-a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5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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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12 (2008 / 06 / 01)，頁131 – 186。 

林宜平，〈死了幾位電子廠女工之後：有機溶劑的健康風險爭議〉，《科技醫療與社會》

12 (2011 / 04) ， P61 – 112。 

 

 

◆ 第8週 〔4月5日〕國定假日 

 

 

◆ 第9週 〔4月12日〕性別與勞動 

【指定閱讀】 

○3  顧玉玲，2020，〈神鬼殊途：「東澳石牌公」與「旗津淑女墓」的性別分析〉，《女

學學誌》47：1-39。 

【建議閱讀】 

張晉芬，2018，〈為何無法消除敵意工作環境？分析醫院內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權力運作〉，

《社會科學論叢》12卷2期(2018/12)，頁1-42。 

張晉芬、李奕慧，〈「女人的家事」、「男人的家事」：家事分工性別化的持續與解釋〉，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卷2期 (2007 / 06 / 01)，頁203 – 229。 

劉梅君，〈性別與就業：前瞻與省思～兼檢討部分時問工作、育兒照顧政策及玻璃天花

板現象〉，《研考雙月刊》32卷4期 (2008 / 08 / 01)，頁54 – 66。 

呂玉瑕，〈家庭存活策略與女性勞動參與選擇：以台灣家庭企業婦女爲例〉，《台灣社

會學刊》42 (2009年6月)，頁95-141。 

陳昭如、張晉芬，〈性別差異與不公平的法意識－以勞動待遇為例〉，《政大法學評論》 

108 (2009 / 04 / 01)，頁63–123。 

 

 

◆ 第10週 〔4月19日〕專題演講 

講者：吳寶銀女士（猴硐瑞三煤礦退休礦工）（暫定） 

時間：4月19日（暫定） 

 

 

◆ 第11週 〔4月26日〕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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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閱讀】 

○4 何梅俐，2018，〈「恢復自信美體」： 美學經營主義下的母性主體與懷孕生產〉，

《女學學誌》43：37-88。 

【建議閱讀】 

鄭斐文，〈肥胖科學、醫療化與性別身體政治〉，《科技、醫療與社會》14 (2012)，頁

9-76。 

楊榮宗，〈云想衣裳：女性乳癌患者與社會性別演出、身體意象〉，《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49 (2003年3月)，頁49-95。  

苗延威，〈從視覺科技看清末纏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5 (2007

年3月)，頁1-45。 

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念的變遷(1900-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集

刊》18 (2010年12月)，頁1-52。 

Iris Marion Young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2006)。 

 

 

◆ 第12週 〔5月3日〕親密關係及其不滿 

【指定閱讀】 

○5 龔宜君，2019，〈格格不入：來台越南女性婚姻移民的雙重缺場〉，《台灣社會學刊》

65：69-125。 

○6 曾秀雲、謝文宜，2019，〈同志分手調適： 外在壓力源與身分認同的影響〉，《女

學學誌》45：93-142。 

【建議閱讀】 

唐文慧、王宏仁，〈從「夫枷」到「國枷」：結構交織困境下的 受暴越南婚移婦女〉，

《臺灣社會學》21 (2011 年 6 月)，頁 157-197。 

趙彥寧，〈親密關係做為反思國族主義的場域：老榮民的兩岸婚姻衝突〉，《台灣社會

學》16 (2008年12月)，頁97-148。 

潘淑滿，〈婚姻暴力的性別政治〉，《女學學誌》15 (2003年5月)，頁195-253。 

彭莉惠，〈女性婚外情慾的處境與蘊含〉，《女學學誌》18 (2004年12月)，頁39-107。杜

娟娟，〈名人婚暴案電子報報導之分析：婚暴迷思？防治教育？〉，《台大社會工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Index/16834852-200305-x-15-195-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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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學刊》21 (2010年6月)，頁55-113。 

游美貴，〈台北市婚姻暴力被害人垂直整合服務方案實施之研究〉，《台大社會工作學

刊》22 (2010年12月)，頁53-108。 

紀慧君，〈權力與自白：分析婚外情的道歉行為〉，《文化研究季刊》166 (2019年6月)，

頁3-31。 

王維邦、陳美華，2017，〈非常規性實踐的性別化態度： 男「性」特權、性別分工和婚

家體制的角色〉，《女學學誌》40：53-105。 

 

 

◆ 第13週 〔5月10日〕親職－母職 

【指定閱讀】 

○7 鄭珮宸，2020，〈改革公園兒童遊戲場的媽媽民主：連結照顧日常與倡議論述的對抗

性公共領域〉，《台灣社會學刊》67：135-191。 

【建議閱讀】 

林昱瑄，〈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台灣社

會學刊》66期 (2019/12/01)，頁125－180。 

梁莉芳，〈養育「無污染」的孩子：有機食品論述、風險管理與母職實作〉，《女學學

誌 》42 (2018年6月)，頁73－125。 

潘淑滿，〈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20 (2005年12月)，頁41-91。 

李冠霈，〈斷裂飲食：談父權資本主義下之飲食文化與母職想像〉，《婦研縱橫》106 (2017

年4月)，頁52-59。 

鄧蔭萍，〈台灣新移民女性母職角色之探討－家庭生命週期觀點的分析〉，《民生論叢》

12 (2016年7月)，頁51-84。 

藍佩嘉，《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台北：春山，2019。 

 

 

◆ 第14週 〔5月17日〕親職－父職 

【指定閱讀】 

○8 林東龍、劉蕙雯，2016，〈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女學學

誌》39：59-109 

javascript:;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Index/P20151027001-201906-201907040019-201907040019-3-3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autorpa.lib.nccu.edu.tw/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P201510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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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週 〔5月24日〕親職－酷兒 

【指定閱讀】 

○9 胡郁盈，2017，〈從「現身」到「關係」： 台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

《女學學誌》40：107-151。 

【建議閱讀】 

林純德，〈「同志權益與性解放無關」？真愛聯盟事件中的同運含蓄政略〉，《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101 (2015年12月)，頁201-236。 

林純德，〈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 (2009年12月)，頁57-117。 

林純德，〈客家「村姑」要進城：台灣客家男同志的認同型塑及其性／別、族群與城鄉

的交織展演與政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5 (2016年12月)，頁1-60。 

洪凌，〈台鐵性愛趴與壞性／別實踐所再現的罔兩基底－「反／猥褻」的性別正典與同

志婚姻部署了哪些直未來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8(2012年9月)，頁291-309。 

賴彥甫，〈展演「C／娘」的音樂文化－台北同志夜店G*Star的Asia Pop與男同志身分的

建構〉，《女學學誌》37 (2015/12)，頁93-134。 

趙彥寧，〈老T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57 (2005/3)，頁41-85。 

 

 

◆ 第16週 〔5月31日〕期末呈現（一） 

各組於上課前上傳檔案至數位學習網 

 

◆ 第17週 〔6月7日〕期末呈現（二） 

 

◆ 第18週 〔6月14日〕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