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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 

姓名 
戴世玫 

重要著作 

(可填寫發表之

期刊、論文、書

籍或其他作品

等) 

A.期刊論文 

1. 戴世玫（2023）。〈從社會工作觀點討論高齡犯罪與貫穿式處

遇架構〉。《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36，193-226。 

2. 戴世玫、歐雅雯、呂鳳玲(2023) 。〈離島社區工作交響曲：

外聘督導與離島社工的省思〉。《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

刊》，13(2)，165-192。 

3. 戴世玫、林欣儀、邱逸淳（2022）。〈前進萬大防疫指揮所：

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防疫專案的經驗〉。《社區發展季刊》，

177，358-370。 

4. 戴世玫、黃富源（2021）。〈司法社會工作的專業範疇與當代

芻議〉。《社區發展季刊》，174，79-89。 

5. 戴世玫、陳巧芸〈2020）。〈母親對預防學齡前兒童家內目睹

婚姻衝突的覺知〉。《社區發展季刊》，171，326-337。 

6. 戴世玫（2019）。〈貧困母職：攜子自立受暴婦女的照顧抉

擇〉。《財務社會工作與貧窮研究學刊》，2(2)，1-24。 

7. 戴世玫、林沂儒、呂南青（2018）。〈社工督導職能培力需求

與訓練養成模式之初探：以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為例〉。《台灣

社會工作督導學刊》，1（創刊號），57-75。 

8. 黃珮玲、戴世玫、孫宜華（2018）。〈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宜

居城市之建構初探－以新竹市的試點社區為例〉。《台灣社區

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8(3)，161-199。 

9. 戴世玫（2016）。〈臺灣婚姻暴力圖像：從父權家族系統受暴

網的觀點出發〉。《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2)，

43-82。【TSSCI】 

10. Tai, S. M.,Ou, Y.W., Jhao, S. D. （ 2016 ）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New Residents in Penghu County, Taiwan. 

Sociology Study, 6(5), 320-334.  

11. 戴世玫、黃于珊、歐雅雯（2016）。〈新住民社區工作－澎湖

在地社區的實踐〉。《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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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84。 

12. 戴世玫、張欣怡、趙新華（2015）。〈外聘團體督導的創意與

行動－苗栗縣 ICF小組服務圖像生成的經驗〉。《社區發展季

刊》，150，134-153。 

13. 戴世玫、黃于珊、洪安琪（2015）。〈優勢原則運用於新住民

服務的回顧與評析〉。《社區發展季刊》，149，299-310。 

14. 戴世玫譯（2014）。〈瑞典斯德哥爾摩市 2011-2016年身心障

礙者社會參與方案〉。《社區發展季刊》，147，335-341。 

15. 戴世玫、歐雅雯、趙順達（2013）。〈澎湖縣女性外籍配偶社

會支持感受之初探〉。《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2)，

101+103-140。 

16. 戴世玫、蔡玫玫、劉庭芳、張菀怡（2013）。〈離島社區工作

圖像－望安和七美兒少服務的行動與反思〉。《台灣社區工作

與社區研究學刊》，3(3)，99-133。 

17. 戴世玫（2013）。〈轉動中的權力控制輪：家庭暴力的多元圖

像論述〉。《社區發展季刊》，142，164-175。 

18. 戴世玫（2012）。〈美國家暴研究的亞洲思維－專訪密西根大

學吉濱‧美惠子教授〉。《婦研縱橫》，(97)，25-35。 

19. 戴世玫、黃鋕榮、呂鳳玲（2012）。〈兒童少年家庭支持取向

的社區工作－澎湖望安的服務經驗〉。《社區發展季刊》，

139，313-324。 

20. 戴世玫（2011）。〈拓展家庭服務架構的新視野—拜訪奧地利

維也納市青年及家庭局的經驗分享〉。《社區發展季刊》，

136，404-409。 

21. 戴世玫、邱智裕、趙順達、歐雅雯（2010）。〈融合充權復原

觀點的新住民優勢個案管理服務模式－澎湖縣新住民服務

中心的經驗〉。《社區發展季刊》，130，34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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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戴世玫、林雅玲（2009）。〈婦女保護庇護安置工作的觀察與

詮釋〉。《社區發展季刊》，126，289-308。 

23. 戴世玫（2002）。〈我國社會役政策規劃與實施現況的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99，239-249。 

B.專書著作及專書論文 

1. Tai, S. M., Lin, H. Y.（2024）.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Core Competence Framework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Experience.  In Antonio López Peláez, Annaline 

Keet and Chung Moon Sung eds,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 New Approaches for a 

Post-Pandemic Society, Ch10. London: Routledge. 

2. 戴世玫（2023）。〈領導與督導能力培養〉。游美貴主編，《社

會工作督導：理論與實務工作手冊》(第二版)，第四章。台

北市：雙葉。 

3. 戴世玫譯（2023）。〈生命歷程系統力分析：了解健康和司法

不平等以進行司法評估及介入〉，收錄於Tina Maschi, George 

Stuart Leibowitz 原著，吳慧菁、楊喬羽主編。《司法社會工

作：不同服務對象與領域的心理社會及司法問題》，頁 

39-64。台北市：一品。 

4. 戴世玫譯（2023）。〈家庭和社會服務：滿足人類對收入、食

物及居住的基本需求〉，收錄於 Tina Maschi, George Stuart 

Leibowitz 原著，吳慧菁、楊喬羽主編，《司法社會工作：不

同服務對象與領域的心理社會及司法問題》，頁 185-200。

台北市：一品。 

5. 戴世玫譯（2023）。〈修復式正義與社區福祉(一)：揭示理論、

實務和研究〉，收錄於 Tina Maschi, George Stuart Leibowitz

原著，吳慧菁、楊喬羽主編，頁 433-447。台北市：一品。 

6. 戴世玫譯（2023）。〈司法研究和評估：促進人權和社會正義

的方案和政策介入〉，收錄於 Tina Maschi, George Stuart 

Leibowitz 原著，吳慧菁、楊喬羽主編，《司法社會工作：不

同服務對象與領域的心理社會及司法問題》，頁 55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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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一品。 

7. 戴世玫主編（2021）。《司法社會工作》。高雄市：巨流。 

8. 戴世玫、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主編（2019）。《社會工

作督導的知識與經驗》。台北市：洪葉。 

9. 戴世玫（2018）。〈領導與督導能力培養〉。游美貴主編，《社

會工作督導：理論與實務》，頁 71-100。台北市：雙葉。 

10. 戴世玫、歐雅雯（2017）。《新住民社會工作》。台北市：洪

葉。 

11. 戴世玫（2013）。〈新移民社會工作方法〉，潘淑滿主編，《新

移民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頁 63-91。新北市：巨流。 

C.研討會論文 

1. 范成姸、戴世玫(2024年3月)。〈終止隱忍：大眾對於女性受

困婚姻暴力的看法〉。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

銘傳大學比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AI 與刑事司

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2. 陳宛慈、戴世玫(2024年3月) 。〈配偶外遇導致新型態家暴

的形式〉。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銘傳大學比

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AI 與刑事司法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北。 

3. 李薇妮、戴世玫(2024年3月) 。〈親密關係中的高壓控管現

象:女同志族群的受困經驗〉。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

學系、銘傳大學比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AI 與

刑事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4. 林奕辰、戴世玫(2024年3月) 。〈已婚女性受職場性騷擾之

社會壓力:社會診斷觀點〉。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

系、銘傳大學比較刑事司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AI 與刑

事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5. 戴世玫、歐雅雯、呂鳳玲(2023年5月) 。〈離島社區工作交

響曲：外聘督導與離島社工的省思與對話〉。國立金門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與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共同舉辦之

《2023「離島偏鄉社區工作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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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 戴世玫、許瑛玿、陳至心(2022年11月) 。〈我見猶憐！受虐

童年創傷在成長歷程中的社會心理徵候與介入關鍵〉。臺灣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社團法人臺灣司法社工學會、法務部 矯

正署、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

務協會聯合主辦之《臺灣司法倡議與實務精進國際研討

會》，臺北市。 

7. Tai, S. M., Lin, H. Y.（2022.10）. Transforming the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core competence framework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experience. Global Hosts：IASSW, ICSW & IFSW, 

2022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oul, South Korea (online). 

8. 戴世玫、孫宜華(2021年12月) 。〈以社會福利需求為核心之

人工智能：新竹市在地行動服務5年期先導計畫回顧〉。銘傳

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之《AI應急管理學術論壇》，桃園市。 

9. Tai, S. M.（2021.11）. Social Isolation among Middle Age and 

Older Adults in Taiwan. 2021 International Social Welfare 

Forum: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and Godoksa. Seoul 

Welfare Foundation. YouTube Online. 

10. 許雅喬、戴世玫、林宛蓁、朱美珍(2021年10月) 。〈防疫期

間弱勢家庭照顧的倫理思維〉。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主辦之《東

西會通、飲水思源、多元包容、開創新局： 社會科學的傳

承與創新~第四屆社會科學本土化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屆本土

諮商心理學學術研討會》，線上。 

11. 戴世玫、林欣儀、詹佳昌 (2020年10月) 。〈新型冠狀病毒

公共危機下的社會工作福利服務防疫因應與管理〉。銘傳大

學、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主辦之《第五屆海峽兩岸應急管

理高峰論壇》，台北市。 

12. 戴世玫、陳相銘、余芷昀、林怡姍 (2020年6月) 。〈幸福魔

法學堂：桃園市大學睦鄰合作社區防暴種子基地行動方

案〉。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與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

聯合主辦之《2020 Make Visible in Action：司法社會工

作國際研討會》，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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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戴世玫、陳相銘、劉登庠、蔡逸如 (2020年6月) 。〈兒保救

援隊：社區防暴初級預防互動式教材研發〉。銘傳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與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聯合主辦之《2020 

Make Visible in Action：司法社會工作國際研討會》，桃

園市。 

14. Tai, S. M., Lin, H. Y. （2019.06）. University Neighborhood 

Cooperation on Community Prevention Work for the Child: an 

Example of Sianguang 2nd Village in Taoyuan City.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utreach W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5. Tai, S. M., Huang, C. I., Wu, W. C.（2019.06）. Forming Less 

Violent Growth Environment for the Child: Practice of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in Keelung City.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utreach W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6. 戴世玫、黃富源 (2019年5月) 。 〈司法社會工作的專業範

疇與當代芻議〉。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辦之《海峽兩岸

犯罪防治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市。 

17. Tai, S. M.（2018.07）. Taiwan's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Indicators for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in Communities. 

Global Hosts：IASSW, ICSW & IFSW, 2018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blin, Ireland. 

18. 黃珮玲、戴世玫、陳雪慧、孫宜華、傅秀玉(2018年5月) 。

〈雲端科技之社區實踐：建構新竹市心智障礙者雙老家戶支

持網絡服務模式初探〉。國立中正大學主辦之《2018年台灣

社會福利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跨域連結、科技感

應、平等協力—社會福利的新引擎、新挑戰」》，嘉義縣。 

19. 戴世玫(2017 年 12 月) 。〈建構社區家庭暴力防治評核指

標〉。衛生福利部主辦，國立臺灣大學承辦之《衛生福利科

技計畫新趨勢研討會》，台北市。 

http://ssweb.cityu.edu.hk/
http://ssweb.cityu.edu.hk/
http://ssweb.cityu.edu.hk/
http://ssweb.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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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黃珮玲、戴世玫、孫宜華、傅秀玉（2017 年 6 月）。〈在地

行動雲端服務之效益分析—以台灣新竹市為例〉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Services Delivery through the Cloud 

Services in Hsin-Chu City, Taiwan), Global Challenges Facing  

Social Welfare Polic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1. 戴世玫、黃珮玲、朱美珍(2016 年 12 月)。〈在地活躍老化

與老人的社區安全感受：以苗栗縣為例〉。發表日期：2016

年月 23 日，收錄於海峽兩岸應急管理學會等主辦之《2016 

年第一屆海峽兩岸應急管理高峰論壇》論文集，頁 337-353。 

22. Tai, S. M., Ou, Y.W., & Jhao, S. D.（2016.06）. The Array of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aiwan. Global 

Hosts：IASSW, ICSW & IFSW, 2012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 Educ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oul, 

South Korea. 

23. 黃珮玲、戴世玫、朱美珍（2016 年 5 月）。〈活躍老化之在

地區域圖像--以苗栗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台灣社會福利

學會主辦之《第十五屆台灣社會福利年會暨國際研討會「高

齡世代的社會福利轉型—科層治理、政黨與公民運動的交織

對話」》，嘉義縣。 

24. 戴世玫（2016 年 4 月）。〈東南亞籍新住民及第二代子女在

台的文化調和歷程、需求與問題〉。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

研究中心主辦之《新南向政策：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移工

研討會》，新竹市。 

25. 戴世玫、黃珮玲、傅秀玉（2015 年 5 月）。〈雲端行動智慧

與社會工作專業—建置新竹市在地行動服務的歷程〉。國立

臺灣大學主辦之 2015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第十四屆年會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從社會福利觀點看全球風險、國家治理

與在地照顧」研討會》，台北市。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http://sw.usc.edu.tw/people/writing_seminar.php?Sn=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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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戴世玫、蔡玫玫、劉庭芳、張菀怡（2013 年 5 月）。〈離島

社區工作圖像—望安和七美兒少服務的行動與反思〉。靜宜

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及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

研究學會主辦之《變遷中的社區工作與兒少福利研討會》，

台中市。 

27. Tai, S. M., Ou, Y.W., & Jhao, S. D.（2012.07）. The New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Global 

Hosts：IASSW, ICSW & IFSW, 2012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Action and 

Impact, Stockholm, Sweden. 

28. Tai, S. M., Chiu, C.U., Ou, Y.W., & Jhao, S. D.（2010.06）. 

Conducting the Foreign Spouse Case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Evidence. Global Hosts： IASSW, ICSW & IFSW, 

2010 Joint World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genda, Hong Kong. 【Best Abstract 

Award】 

29. 戴世玫、楊雅華、郁佳霖（2008 年 3 月）。〈看見心傷兒—

實踐以目睹婚姻暴力兒童為主體的服務〉。臺灣社會工作專

業人員協會主辦之《追求公平正義社會：社會工作專業的挑

戰研討會》，台北市。 

30. 戴世玫（2005 年 2 月）。〈社會工作人員的充權論述—婦幼

庇護家園的經驗〉。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舉辦之《全

球化下的家庭圖像—社會工作的新思維研討會》，台北市。 

D.專案研究計畫 

1. 林米庭、戴世玫（2022-24）。【政府監護受虐兒童之情緒

與行為問題長期追蹤研究】二年期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

畫編號：111-2410-H-130 -031 -SS2）。共同主持人，執行

期間： 2022.08- 2024.07。 

2. 戴世玫、夏紹軒、林米庭、林建志（2020）。109 年科技部



 

教育部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Education Resources Center 

跨領域研究計畫之前置規劃案 【兒童少年保護政府監護個

案的創傷評估：整合社會心理研究與腦神經科學的應用】，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PA10906）。計畫召集人，執行期

間：2020.09–2020.12。 

3. 戴世玫、許瑛玿、陳至心（2020）。108年度委託科技研究

計畫 GRB—本土兒少目睹及受虐創傷經驗之社會心理現象

探討，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案號：M08C2305）。計畫主持

人，執行期間：2019.09–2020.09，計畫金額 170萬元。 

4. 戴世玫（2019）。107年度社區推動家庭暴力初級預防教案

研發及縣市分區輔導計畫，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劃（案

號：M07C2379）。計畫主持人，執行期間：2018.10–2019.10。 

5. 戴世玫（2018）。106 年新住民家暴被害人服務模式初探計

畫，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案號：M06C5377）。（計畫主持

人，執行期間：2017.08–2018.08）。 

6. 戴世玫（2016）。建構社區家庭暴力防治評核指標及機制推

廣計畫（案號：M04C3284），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計畫主

持人，執行期間：2015.06–2016.06）。 

7. 朱美珍、戴世玫、黃珮玲（2015）。104年苗栗老人生活狀況

及社會福利需求調查，苗栗縣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共同

主持人，執行期間：2015.05–2015.12）。 

E.技術作品及其他 

1. 戴世玫（2021）。《在台產業移工勞動權益困境：談《勞動基

準法》與《就業服務法》》，停泊棧雜誌，萬海航運慈善基金

會。 

2. 戴世玫、許瑛玿、陳至心（2020）。《至為關鍵： 兒少目睹

及受虐經驗的社會心理現象實務手冊》，衛生福利部委託研

究成果。 

3. 戴世玫（2019）。《家內兒童虐待：社會文化情境下的健康危



 

教育部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Education Resources Center 

機與預防》，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網。 

4. 戴世玫（2019）。《社會工作視角下的女性新住民》，停泊棧

雜誌，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 

5. 戴世玫（2016）。《縣市推動社區家庭暴力防治實務指引》，

衛生福利部委託研究案成果。 

6. 戴世玫、羅秋怡、楊雅華、郁佳霖共同編製（2007）。《看見

沒有傷的痛—目睹暴力兒童教師檢核表》，台北市公益彩券

盈餘基金補助。 

 

 

https://hre.pro.edu.tw/art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