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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女性主義專題

Seminar in Postcolonial feminism

ERC_54840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113/1

碩士

3.0/3.0選修 Elective

/賴淑娟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種族(族群)、性別與階級都是社會權力關係的重要面向，探討這三者的互動情形，可以幫助我們更適切地掌握現實的
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性的現象，進而探索劣勢團體的處境與出路；了解這三者互動之後所造成的壓迫經驗，可以讓我
們對社會文化的差異現象與權力運作，有更全貌的批判式理解，同時掌握社會性宰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本課程將從父權壓迫、階級差異、殖民結構、與全球經濟政治的脈絡來討論婦女生命處境，議題包括：
1.第三世界女性/少數族群婦女的再現政治
2.對「姊妹情誼」的再思考，女性經驗的複雜歧異與權力交錯
3.婦女與民族國家的建構
4.國際分工與婦女勞動
5.女人之性/身體與殖民經濟之關係
6.非裔美國人、中東、中國、台灣外省、原住民、新移民等性別議題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隨著二十世紀中期注重差異、支持弱勢賦權之思潮的興起，女性的處境與生命經驗越來越受到重視。從女性主義的觀
點，婦女勞動的本質與意義在性別體系與性別政治的論述架構被提出、重新被詮釋。此思維架隱含著「姐妹情誼」的
預設，女性成為一共同體對抗來自父權社會的壓迫。然而，這樣的解放論述卻遭到來自低下階層、來自黑人女性、來
自第三世界婦女的質疑，這些女性的經驗是不同於西方中產階級女性經驗的，並且後者可能是前者受壓迫的來源。後
殖民女性主義認為，西方女性主義不論性別關係的社會脈絡為何，將男性與女性預設為性政治競爭場域中的主體，女
性的弱勢與受壓迫因而被視為一普遍、客觀存在的事實(fact)。這樣的論述呈顯了其理論假設的謬誤與簡化，女性的
特殊經驗並非完全源於性別的基礎(on the basis of gender)，乃是孕育於具體的的社會歷史脈絡與政治操作，諸
如殖民經驗、國家機器的運作、親族網絡、族群與階級的特殊處境等都需被關照的。
    種族(族群)、性別與階級都是社會權力關係的重要面向，探討這三者的互動情形，可以幫助我們更適切地掌握現
實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結構性的現象，進而探索劣勢團體的處境與出路；了解這三者互動之後所造成的壓迫經驗，可以
讓我們對社會文化的差異現象與權力運作，有更全貌的批判式理解，同時掌握社會性宰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系專業能力

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專業能
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Dept.’s
Education
Objectives

A
具備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與族群研究之能力。Provide knowledge skills for work in social
science, the humanities, and ethnic studies.

●

B
具備族群議題分析、批判、解決之能力。Cultivat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think
critically, and solve problems relating to ethnic issues.

●

C
具備文化資料蒐集、分析與統整的能力。Develop the ability to gather, sort, and analyze
cultural data.

○

D
具備多元族群視野與跨文化溝通的能力。Cultivat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1 課程介紹與總論

2 女性主義的後殖民反思

3 後殖民女性主義相關論述

4 黑人女性與階級、族群、性別之反思

5 國慶日

6 解殖民女性主義

7 黑人女性文學

8 中東地區女性經驗

9 期中考試週 Midterm Exam

10 專題討論I

11 中南美洲殖民經驗的女性

12 世界資本主義與中國現代化發展歷程的女性

13 台灣二二八中的女性/外省女性

14 台灣原住民女性

15 專題討論II

16 移民與女性

17 專題報告

18 期末考試週 Final Exam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20%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30%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30%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20%

其他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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