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性主義理論
2010.8.15暫訂

2010 Fall Mon. 2:20-5:20pm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室

教師：范雲

Office Hour: Wed. pm 4:00-5:30 (請先登記)

Phone: (O) 33661223  Email: fanyun@ntu.edu.tw

助教： 張譽馨(清大社會學碩士)  

Email: fanyun.RA1@gmail.com 

這是一門關於女性主義理論的課。女性主義的影響遍及所有的知識領域。

我們可以說，女性主義觀點全面地進入知識論述，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知識發

展之一，並將繼續影響未來的知識生產。這門課以介紹重要而基本的女性主義理

論為主，並希望探討當前幾個重要的議題。這門課期待學生能夠理解：1)什麼是

父權？2）女性主義理論如何挑戰過去的社會觀？不同的理論又如何解釋性別不

平等？3）女性主義理論可以如何看親密關係與多元家庭的可能？ 4）什麼是台

灣婦運的歷史脈絡與當前課題？

 

這門課主要的教材有三本書： 

Allan G. Johnson, 《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 成令方等譯）. 台北：群

學出版。（請向助教登記購買）

顧燕翎主編，1996，《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請至新生南路

3段 56巷 7號 2樓女書店購買)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1996，《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推薦此書，

但不一定要購買。如有需要，請至前述女書店購買)

其他所有閱讀文章將統一收錄於課程讀本中。

課程要求：

這門課著重同學的主動學習以及上課的師生互動與同學間的討論。老師講課的部

分旨在引導同學理解指定閱讀教材，並激發進一步的思考。同學上課前必須做充

份的閱讀準備，才能在課堂討論過程中有所貢獻。

1. 團體實務操演，佔總成績 35%。同學將分組執行任務，同學將藉由開放空間

的過程，選擇一不合理的性別現象，以行動嘗試發聲、改變，或提出新方案

並於期末提出團體操演的經驗分享。

2. 期中考(open book)，佔總成績 20%。

mailto:fanyun@sinica.edu.tw


3. 個人小作業。一千兩百字以內，題目將於學期中在課堂上公布，期末最後一

堂繳交，佔總成績 15%。

4. 平時成績，佔總成績 30%。以上課討論參與以及課後五百字以內的小心得為

主（週五五點鐘前交到社會系系辦范雲信箱）。

W.1  課程與進度介紹

陳幼馨，〈自在游泳、公平收費：一次女性主義實踐經驗。〉

I. 導論：什麼是父權？

W.2   What is Patriarchy? 什麼是父權

Allan G. Johnson, 《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 成令方等譯）. 台北：群學出版

第二章＆第七章。

  

W.3    Unraveling the Patriarchal Legacy 解開父權的結

Allan G. Johnson, 《性別打結》（The Gender Knot, 成令方等譯）. 台北：群學出版

第九章&第十章。

W.4   開放空間：本學期操演實踐主題發想

II. 解析女性主義思潮

W.5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林芳玫，第一章「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26，台北：

女書。

Wollstonecraft ,Mary，「女權的辯護」，《女性主義經典》：3-8，台北：女書。

W.6  馬克斯主義女性主義



黃淑玲，第二章「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

流派》：27-70，台北：女書。

Engels, Friedrich，「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女性主義經典》：461-

465，台北：女書。

【參考閱讀】Hartmann ,Heidi，「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不快樂的婚姻：導向更進

步的結合」，《女性主義經典》：323-338，台北：女書。

W.7  基進主義女性主義

王瑞香，第四章「基進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10-137，台北：女

書。

Rubin, Gayle，「性的雜想：情慾政治的基進理論」，《女性主義經典》：271-278，

台北：女書。

III. 家庭與親密關係

W.8    性與親密關係 

【紀錄片觀看：三個摩梭女子的故事】

安東尼‧紀登斯，2001，第四章「愛情、誓約與純粹關係」、第十章「民主的親密

關係」，《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

范雲，2001，「當愛欲逝去時，母職仍在：從周華山的摩梭社會看婚姻與家庭的

性政治」，《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Vol.61：20-25，台北：台大婦女研究室。

W.9  期中小考 + 實踐小組初步分享

W.10   同志與異性戀體制 



柯采新，1997，「性傾向壓迫」，《同女出走》：第一章 & 第四章，台北：女書店

W.11   多元伴侶的實踐可能

理查‧賽勒、凱斯‧桑斯坦，「婚姻民營化」，《推力》：243-256，台北：時報。

Easton and Liszt，《道德浪女》，第一章「誰是道德浪女」、第二章「價值觀與道德

感」、第三章「範典新與舊」，台北：智慧事業體。

【參考閱讀】Okin, Susan Moller. “Families and Feminist Theory: Some Past and Present

Issues.” Feminism and Families. Ed. by Hilde Lindemann Nel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3-26.

IV. 在地爭論

W.12   性工作及其爭議 

【辯論：性工作除罰化後，關於性產業的管理應否致力使其「縮減」？】

甯應斌，2009，《賣淫的倫理學探討》，第二部份，女性主義的反駁/妓權派與自

由主義的回應，頁 165-285，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陳美華，2006 「公開的勞務，私人的性與身體：在性工作中協商性與工作的女

人」，《台灣社會學》 。

林芳玫，「走出『幹』與『被幹』的僵局──女性主義對色情媒介的爭議」，《女性主

義經典》：439-442，台北：女書。

W.13   性別、醫療與女性主義倫理爭議

【客座主講：待邀請】

W.14   婦女運動及其歷史脈絡



【紀錄片觀看：回首來時路】

范雲，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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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 p.133-194.

范雲，2004，「性別與社會運動」，《女學學誌》Vol.17「檢視社會學教科書：女性

主義的觀點」：102-110，台北：台大婦女研究室。

W.15   國家女性主義及其爭議

游美惠，2007，化理念為行動  

林芳玫，2008，政府與婦女團體的關係及其轉變

彭渰雯，2009，性別主流化推動情形初探

朱偉誠，2009，性別主流化之後的台灣性/別與同志運動

【參考閱讀】Dorothy McBride Stetson and Amy G. Mazur. 1995. Comparative State 

Feminism. Conclusion.(ch.16).

W.16  停課一週，準備期末分享

W.17   行動研究：實踐作業操演分享之一

            

W. 18   行動研究：實踐作業操演分享之二

*繳交個人小作業 ＆ 寒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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