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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 

姓名 李宏文 

重要著作 

(可填寫發表之

期刊、論文、書

籍或其他作品

等) 

一、書籍 

⚫ 李宏文(2022)。兒童福利的展望與願景。載於馮瑜婷等

合著，新編兒童福利(八版)(第 12章)。台中市：華格

那。 

⚫ 楊志宏、李宏文(2022)。兒童權利。載於馮瑜婷等合著，

新編兒童福利(八版)(第 2章)。台中市：華格那。 

⚫ 李宏文總編輯（2010）。兒盟瞭望③－少子化，怎麼

辦？。台北市：兒童福利聯盟。 

⚫ 李宏文總編輯（2008）。兒盟瞭望①。台北市：兒童福

利聯盟。 

⚫ 李宏文（2005）。兒童福利的展望與願景。載於邱汝娜

等合著，兒童福利（16-1 至16-33 頁）。台中市：華

格那。 

 

二、論文 

⚫ 李宏文（2002）。社會工作者服務921震災失依兒童少

年及其家庭之經驗探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應

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三、實務手冊 

⚫ 八八水災服務聯盟(2009)。災後生活重建工作手冊（王

育敏、李宏文、邱靖惠編輯），取自

http://88.heart.net.tw/mental-011.pdf 

⚫ 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2008)。兒童及少年保護輔導案例

彙編（何祐寧、陳麗如、李惠娟、李宏文、黃韻璇等編

輯），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委託。 

⚫ 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2008)。川震災後生活重建工作

手冊（王育敏、李宏文、邱靖惠編輯）。 

 

四、譯作 

⚫ 李宏文等合譯（2005）。監督親子會面—佛羅里達州監

督親子會面中心訓練手冊(Supervised Visitation: A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Manual for Florida’s 

Supervised Visitation Centers)(Revised 1999)，內

http://88.heart.net.tw/mental-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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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 

⚫ 李宏文等合譯（2000）。社工督導(The Social Work 

Supervisor)。台北：學富文化。 

 

五、期刊文章 

⚫ 李宏文(2021)。倡議之路NEVER STOP—堅持初心，正念

突圍。童心—兒福聯盟29年刊。台北市：兒童福利聯盟。 

⚫ 馮燕、李宏文、謝文元（2011）。建國百年來兒童及少

年福利的回顧與前瞻。社區發展季刊，133，309-327。 

⚫ 李宏文（2010）。從動新聞事件與電腦軟體分級新制看

兒少閱聽權保障，網護情報，42，C版。 

⚫ 李宏文（2009）。幼有所養何處尋？談社區托育照顧現

況與家長送托對策，台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45，頁

8-16。 

⚫ 李宏文（2006）。讓風暴止息－淺談高風險家庭預防性

服務，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會訊，20。 

⚫ 李宏文（2005）。進場前，別忘了買兒童票，張老師月

刊，336，頁108-111。 

⚫ 李宏文（2003）。災變後期社會工作者介入921 失依兒

少個案之服務角色與功能—以兒福聯盟社工員為例，兒

童福利期刊，4，頁219-236。 

 

六、研討會/公聽會/論壇/座談發表 

⚫ 李宏文（2024）。兒少最佳利益在醫療領域的探索與實

踐。發表於「從 CRC 談兒少醫療與最佳利益紀錄片座

談會」。新北：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台灣少年權益與福

利促進聯盟。 

⚫ 李宏文（2024）。數位環境下的為與不為—兒少與性別

議題報導之童權維護與保護機制。發表於「2024 數位

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暨媒體天空論壇」。台北：白絲

帶關懷協會、政治大學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 李宏文（2023）。進擊的數位生存術—從兒少網路危機

看親子網路防禦力的培養。發表於「2023教育創新國際

年會」。台北：親子天下。 

⚫ 李宏文（2023）。疫情下的兒少健康權—議題探討與實

務因應。發表於「2023媒體天空領航員論壇」。台北：

白絲帶關懷協會、政治大學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 李宏文（2022）。孩子的事誰做主？—兒少表意權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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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保護及醫療領域的探索與實踐。發表於「擁抱不平凡

的愛—兒童照護暨重難罕症兒少保護醫療專題會議」。

桃園：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 李宏文（2019）。社福事件的表意權—從兒少保護與替

代性照顧談起。發表於「兒少自主與兒少保護：醫、法、

社的對談研討會」。台北：馬偕兒童醫院、馬偕紀念醫

院。 

⚫ 李宏文（2017）。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的轉型與挑戰—

社區化？專精化？泡沫化？。發表於「從聯合國兒童權

利公約到兒童的安全與保護國際研討會」。台北：國立

臺灣大學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

福利聯盟基金會、兒童健康聯盟。 

⚫ 李宏文（2017）。由兒童最佳利益觀點看政府少子女化

對策之檢討與建議。發表於「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公聽會」。台北：立法院。 

⚫ Feng, Joyce Yen & Li, Hon-Wen (2016). Forward or 

Backward?  Challenges of High-Risk Families 

Services in Taiwan. Asian Families: Change and 

Consistency, The 5th Regional Symposium of CIFA in 

2016. Seoul, Korea. 

⚫ 李宏文（2009）。敲響警鐘—由通報及篩檢看兒少虐待

防治的問題與對策。發表於「2009 年建構家庭暴力安

全防護網高峰論壇」。台北：內政部。 

⚫ 馮燕、李宏文、謝文元（2009）。十年有成—921 震災

失依兒童少年生活重建之調適歷程。發表於「記錄‧薪

傳－921 震災十週年兒少及家庭生活重建研討會」。台

北：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內政部兒童局。 

⚫ 李宏文（2001年）。社會工作者與九二一震災失依兒少

個案之專業關係—一位兒福聯盟社工員的經驗初探。發

表於「整合與成長—二十一世紀非營利組織與兒童福利

國際研討會」，台北：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七、媒體邀稿/投書 

⚫ 李宏文(2018)。社工師公會理事長：社工執業安全 誰

來捍衛？2018年5月11日，蘋果新聞網/即時論壇，取自

https://ppt.cc/f4egrx。 

⚫ 李宏文(2018)。育兒相對論─德荷天堂，懸崖台灣。2018

年2月13日，蘋果新聞網/即時論壇，取自

https://ppt.cc/f4egrx


 

教育部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資源網 

Human Right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Education Resources Center 

https://ppt.cc/fgeqbx。 

⚫ 李宏文(2017)。口號退散—給我「有感」的育兒政策。

2017年10月27日，Yahoo奇摩新聞/「企業托育」專題/

專家觀點，取自https://ppt.cc/fK7wDx。 

⚫ 李宏文(2017)。當少子化辦公室成空殼。2017年9月28

日，蘋果新聞網/論壇，取自https://ppt.cc/f5O9nx。 

⚫ 李宏文(2012)。我有話說－兒少保護美意 遭曲解。2012

年9月2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取自

https://ppt.cc/fZ4p5x。 

⚫ 李宏文(2009)。搶救受虐孩子 刻不容緩。2009年4月23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李宏文(2009)。消費券的親子溝通學。2009年1月25日，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李宏文(2008)。921孩子教我生命體悟。2008年12月1

日，自由時報《家庭親子》。 

⚫ 李宏文(2008)。受災兒童重建經驗。2008年5月22日，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李宏文(2007)。殺子悲劇何時歇？2007年12月19日，中

國時報《時論廣場》。 

⚫ 李宏文(2007)。獨居兒 誰之過？2007年3月24日，自由

時報《自由廣場》。 

⚫ 李宏文(2006)。孩子們難以承受之重。2006年3月15日，

蘋果日報《論壇》。 

⚫ 李宏文(2005)。誰來阻止下次墜樓？2005年5月9日，中

國時報《時論廣場》 

⚫ 陳雅惠、李宏文(2005)救救高風險家庭。2005年3月14

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李宏文(2004)。何須將分級制妖魔化。2004年12月4日，

蘋果日報《論壇》。 

⚫ 李宏文(2004)，虐童案主角遭二度傷害。2004年5月30

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李宏文（2001）。讓孩子的成長充滿機會—兒童有不虞

匱乏、快樂成長的權利，國語日報週刊，349，《兒童

權利列車》專欄。 

⚫ 李宏文（2001）。教我們的寶貝認識兒童人權，國語日

報週刊，318，《兒童權利列車》專欄。 

⚫ 李宏文(2000)。兒童福利預算遭灌水，亟需重新對焦。

2000年11月18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https://ppt.cc/fgeqbx
https://ppt.cc/fK7wDx
https://ppt.cc/f5O9nx
https://ppt.cc/fZ4p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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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網上蒐集之專家資訊恐有謬誤、過期之問題，為確保最新資訊，以上欄位

煩請專家協助填寫。 

※如與網站目前公告之內容無異，可無須再次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