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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期刊論文 
 
TSSCI 69. 周玉慧（已接受）已婚者之代間支持與情感連結：性別與家系的作用。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 
(英譯：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affection among married people: The function of 

gender and lineage.) 
  TSSCI 68. 周玉慧（2021.12）精益求精：與自我寧靜系統觀的對話。華人本土心理學研

究，第 56 期，253-261。 
(英譯：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affection among married people: The function of 

gender and lineage.) 
  SCI 67. Chiu, C. J., Chen, Y. A., Kobayashi, E., Murayama, H.., Okamoto, S., Liang, J., 

Jou, Y. H., & Chang, C. M.(2021.07). Age trajectories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fter 65: A comparison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96, 1-7. 

  TSSCI 66. 周玉慧（2020.09）夫妻間之權力來源、衝突因應策略與婚姻品質。中華心理

學刊，第 62 卷 3 期，391-420。 
(英譯：Effect of power source and conflict-coping strategy on marital relationships. ) 

  雙匿名

外審 

65. 周玉慧、深田博己、牧野幸志（2019.12）結婚の質に及ぼす夫婦間ユーモア

の影響，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1-17。 
(英譯：Effects of marital couples’ humor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 

TSSCI 64. 周玉慧（2018.03）夫妻間幽默運用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第 60 卷 1 期，

33-55。 
(英譯：Effect of Humor on Marital Relationsh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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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匿名

外審 

63.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7.03）夫婦関係に及ぼす葛藤対処方略の影響：行為

者‐ パートナー相互依存モデルに基づく検討。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

究，5，1-22。 
(英譯：Effects of conflict-coping strategies on marital quality: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 
  TSSCI 62. 呂玉瑕、周玉慧（2015.12）二十一世紀台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之形成與變

遷。台灣社會學刊，第 58 期，95-155。 
(英譯：The Gender-Role Attitudes Constru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in the 21th Century’s Taiwan.) 
  雙匿名

外審 

61.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5.03）夫婦関係に及ぼす欺瞞動機と欺瞞方略の影響。

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3，1-18。 
(英譯：Effects of deceptive motives and strategies on marital quality. ) 

  TSSCI 60. 周玉慧（2015.03）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

刊，第 57 卷 1 期，67-89。 
(英譯：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 
  雙匿名

外審 

59.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4.03）結婚の質に及ぼす夫婦間のサポートの授受と

サポート獲得方略の授受の影響：二者関係における相互作用過程の観点か

ら。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2，1-18。 
(英譯：Effects of Marital Support and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on Marital Quality: A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ve Processes Between Dyadic Relationships. ) 
  雙匿名

外審 

58. 周玉慧（2012.08）「小人」「閑居」為「不善」？生活經驗、社會資本與青

年休閒活動參與。社會分析，5，1-37。 
(英譯：Is Idleness Bad? Early Life Experiences, Social Capital and Leisure Activity of 

Taiwanese Youths.) 
  TSSCI 57. 謝雨生、周玉慧*（2012.08）每下愈況或漸入佳境？：夫妻婚姻品質之變化與

相互影響性。台灣社會學，第 23 期，101-154。 
(英譯：Worse or Better? : Trajectories of Marital Quality and Their Mutual Influence 

among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雙匿名

外審 

56.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1.12）在日中国系留学生の心身の健康に及ぼすスト

レッサーとサポートの影響：17 年間に変化したのか？留学生教育，16，1-12。 
(英譯：The Influence of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Was There Change in Seventeen Years? ) 
  SSCI 55.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1.08）夫婦間サポート獲得方略の使用類型がサポー

ト受け取りと結婚の質に及ぼす影響。心理學研究，82（3），231-239。 
(中譯：夫妻間社會支持獲取策略之運用類型對支持接受與婚姻品質之影響) 
(英譯：Patterns of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influence the support received and marital 

quality.) 
   54. Morinaga, Y., Frieze, I. H., Li, M., Aono, A., Jou. Y. H., and Kasai, M.（2011）

Dating viol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Japa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Kobe College Studies(神戸女学院大学論集), 58(1), 
101-111. 

(中譯：日本、台灣及美國大學生之約會暴力：跨文化比較之研究) 
(大学生の親密な関係における暴力：日本、台湾、米国の比較) 

  TSSCI 53. 周玉慧（2011）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響。中華心理學

刊，第 53 卷 2 期，229-253。 
(英譯：Longitudinal Transmission and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Conflict-C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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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Styles on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Marital Quality.) 
  TSSCI 52. 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2010）當中年遇到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與父母

中年生活感受。台灣社會學，第 20 期，1-37。 
(英譯：When middle-age parents meet adolescent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midlife perception of parents.) 
  TSSCI 51. 林惠雅、周玉慧（2009）婚姻教養互動類型及親職參與：人夫、人妻與人父、

人母。教育心理學報，第 41 卷，167-184。 
(英譯：Marriage-coparenting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Husband-wife and father-mother.) 
  TSSCI 50. 吳明燁、周玉慧（2009）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社會依附的影響。台灣社

會學，第 17 期，61-100。 
(英譯：Moral Belief of Adolescents in Taiwan: Impacts of Social Attachment.) 

  TSSCI 49. 周玉慧、謝雨生（2009）夫妻間支持授受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第 51 卷

第 2 期，215-234。 
(英譯：The Influence of Provided and Received Supports among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TSSCI 48. 黃宗堅、周玉慧（2009）大學生親子三角關係類型與親密關係適應之研究。

中華心理學刊，第 51 卷第 2 期，197-213。 
(英譯：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s of 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for College Students.) 
  SSCI 47. Jou, Y. H.（2009）Typology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2), 121-132. 
(中譯：台灣青少年人際類型及其心理效應) 

  TSSCI 46. 周玉慧（2009）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類型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第 51 卷

第 1 期，81-100。 
(英譯：The Typology and Influence of Conflict-Coping Strategies in Taiwanese 

Married Couples.) 
  TSSCI 45. 周玉慧、朱瑞玲（2008）變遷中的台灣民眾心理需求、疏離感與身心困擾。

台灣社會學刊，第 41 期，59-96。 
(英譯：Social Change of Psychological Needs,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Mental-Physical Hassle in Taiwan.) 
  TSSCI 44. 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2008）新婚夫妻的婚姻適應：概念測量及理論模

式檢驗。中華心理學刊，第 50 卷第 4 期，425-446。 
(英譯：Newlyweds’ marital adjust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model testing.) 

  TSSCI 43. 周玉慧、黃朗文（2007）中年生活感受與憂鬱之關係：以情緒支持為中介。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第 4 期，439-471。 
(英譯：Mid-life Perception and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Support.) 
  雙匿名

外審 

42. 湯永隆・深田博己・周玉慧（2004）在日中国系留学生のサポート獲得方略

の使用可能性に及ぼす方略の性質の影響。留学生教育，9，57－67。 
(英譯： Influences of Properties of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on Their Use by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 
  TSSCI 41. 周玉慧、黃宗堅、謝雨生（2004）家人關係中社會支持獲取策略之運用及其

影響。中華心理學刊，46(4)，329-347。 
(英譯：The Use and Influence of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among Family Members) 

  TSSCI 40. 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家人關係的測量與分類：以青少年原生家

庭成員互動為例。中華心理學刊，46(4)，30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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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An analysis of adolescent family interaction: Measurement and typology.) 
  TSSCI 39. 張思嘉、周玉慧（2004）緣與婚前關係的發展。本土心理學研究，21，85-123。 

(英譯：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marital relationships) 
   38. 林安文‧深田博己‧兒玉真樹子‧周玉慧（2003）結婚滿足度に及ぼす親密

度と葛藤解決方略の影響──台灣における夫婦の場合。廣島大學心理學研

究，3，87-96。 
(中譯：親密情感與衝突解決策略對婚姻滿意度之影響：以台灣夫妻為例) 
(英譯：Influences of intimac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on married couples’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Taiwan.) 
  雙匿名

外審 

37. 湯永隆‧深田博己‧周玉慧（2003）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のサポート獲得方略

の使用に及ぼす課題達成動機と関係維持動機の影響。留學生教育，8，
241-259。 

(中譯：目標達成動機與人際關係維持動機對留日中國學生社會支持獲取策略運用

之影響) 
(英譯：Influences of task achievement motive and relational maintenance motive on the 

use of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amo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SCI 36. 周玉慧（2003）人を見てモノを言うか──サポート源に應じたサポート獲得

方略の使用──。心理學研究，73（6），494-501。 
(中譯：見人說人話？──對不同支持源使用之社會支持獲取策略) 
(英譯：Do we talk to different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Types and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雙匿名

外審 

35. 湯永隆‧深田博己‧周玉慧（2002）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のサポート獲得方略

の使用に關する研究。留學生教育，7，1-26。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社會支持獲取策略之運用) 
(英譯：A study on the use of support-gaining strategies amo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SCI 34. Jou. Y. H. and Fukada, H.（2002）Stress, health, and reciprocity and sufficiency of 

social support: The c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2, 353-370. 

(中譯：生活壓力、健康及社會支持之互惠性與充分性：以日籍大學生為對象) 
  雙匿名

外審 

33. 周玉慧‧深田博己（2002）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

トに關する研究。社會心理學研究，17，150-184。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社會支持之系列研究) 
(英譯：Research on social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32. Fukada, H., Jou, Y. H., Tozuka, T., & Higuchi, M.（2001）Factor structures of 
perceived and actual soci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Hiroshima 
Psychological Research（廣島大學心理學研究）, 1, 45-51.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之知覺與實得的社會支持因素結構) 
  TSSCI 31. 周玉慧、吳齊殷（2001）教養方式、親子互動與青少年行為：親子知覺的相

對重要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三卷第四期，439-476。 
(英譯：Parent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adolescents’ behavior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rent and child reports.) 
   30. 木村堅一‧深田博己‧周玉慧（2001）恐怖─威脅アピール・モデルの說明力

の比較。名櫻大學總合研究所紀要，3，13-22。 
(中譯：恐懼/威脅訴求之諸模型解釋力比較研究) 
(英譯：A comparison of four models of fear-threat appeal.) 

  SSCI 29. 周玉慧（2000）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獲得方策リストの作成。心理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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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34-240。 
(中譯：社會支持獲取策略量表之編訂) 
(英譯：Constructing a list of social support gaining tactics.) 

  TSSCI 28. 周玉慧、莊義利（2000）晚年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老人身心健康之變遷：

長期資料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二卷第二期，281-317。 
(英譯：The transformation of stressors in late life, social supports, and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 longitudinal Study.) 
  TSSCI 27. 周玉慧、楊文山、莊義利（1998）晚年生活壓力、社會支持與老人身心健康。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十卷第三期，227-265。 
(英譯：Stressor in late life, social supports, and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SSCI 26. Jou. Y. H. and Fukada, H.（1997）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i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Psychological Reports, 81, 1303-1312. 
(中譯：生活壓力及社會支持對留日中國學生身心健康之影響) 

  TSSCI 25. 周玉慧（1997）社會支持之平衡性與身心健康：台灣青年學生之分析。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九卷第一期，161-201。 
(英譯：Equity of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The case of young 

adults in Taiwan.) 
  SSCI 24.   Jou. Y. H. and Fukada, H.（1996）Influenc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6, 
1795-1802。 

(中譯：社會支持與性格對留日中國學生適應之影響) 
  SSCI 23.   Jou, Y. H. and Fukada, H.（1996）The cause and influence of transitional stress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6, 501-509。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跨文化生活壓力源及其影響) 

  雙匿名

外審 

22. 深田博己‧原田耕太郎‧木村嚴弘‧坪田雄二‧周玉慧（1996）兒童を對象

とした說得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關する研究の展望。實驗社會心理學研

究，36，131-141。 
(中譯：說服性溝通文獻展望：以兒童為對象) 
(英譯：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ersuasive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SSCI 21. Jou, Y. H. and Fukada, H.（1996）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adjust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in Japan: A 
research note. Psychological Reports, 79,107-112。 

(中譯：比較留日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適應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20. 岡益巳‧深田博己‧周玉慧（1996）中國私費留學生の日本社會への適應と

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との關係。岡山大學經濟學會雜誌，第 28 卷第 1 號，

1-22。 
(中譯：留日自費中國大陸學生在日本社會的適應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英譯：On relation between adjustment to Japanese society and social sup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t private expense.) 
  SSCI 19. 周玉慧‧深田博己（1996）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互惠性が青年の心身の

健康に及ぼす影響。心理學研究，67(1)，33-41。 
(中譯：社會支持互惠性對青年身心健康之影響) 
(英譯：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reciprocity on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young 

adults.) 
  SSCI 18. Jou, Y. H. and Fukada, H.（1996）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6 

Japan. Psychological Reports, 78,435-444。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跨文化適應之特徵) 

   17. 岡益巳‧深田博己‧周玉慧（1996）中國私費留學生の留學目的及び適應。

岡山大學經濟學會雜誌，第 27 卷第 4 號，669-693。 
(中譯：留日自費中國大陸學生的留學目的及適應) 
(英譯：Purposes and adjust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t private 

expense.) 
   16. 周玉慧‧深田博己（1995）青年の心身の健康に及ぼすソーシャル・サポー

トの效果。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心理學) ， 44，45-52。 
(中譯：社會支持對日本青年學生身心健康之負面影響) 
(英譯：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physical health of Japanese 

young adults.) 
   15. 岡益巳‧深田博己‧周玉慧（1995）中國私費留學生のソーシャル・サポー

ト。岡山大學經濟學會雜誌，第 27 卷第 3 號，493-523。 
(中譯：留日自費中國大陸學生的社會支持) 
(英譯：Social sup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t private expense.) 

  SSCI 14.   Jou, Y. H. and Fukada, H.（1995）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form various sources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 
305-311。 

(中譯：不同提供者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留日中國學生適應之影響) 
  SSCI 13. 周玉慧（1995）受け取ったサポートと適應に關する因果モデルの檢討－在

日中國系留學生を對象として－。心理學研究，66，33-40。 
(中譯：社會支持與適應因果模式之檢驗－以留日中國學生為對象－) 
(英譯：An examination of a causal model for received support and adjust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雙匿名

外審 

12. 周玉慧（1995）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效果に關する擴張マッチング假說

による檢討－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を對象として－。社會心理學研究，10(3)，
196-207。 

(中譯：壓力與社會支持一致性擴張假設之檢驗－以留日中國學生為對象－) 
(英譯：Research on an expanded matching model for stressors and social sup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SCI 11. Jou, Y. H. and Fukada, H.（1995）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adjustmen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39-47。 
(中譯：社會支持對留日中國學生適應之影響) 

   10. 周玉慧（1994）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研究の概觀。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第 1 部(心理學) ， 43，141-148。 
(中譯：社會支持研究之概觀) 
(英譯：A general review of research for social support.) 

   9. 周玉慧‧深田博己（1994）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

の時間的推移。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心理學) ， 43，135-139。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社會支持之縱貫變化)  
(英譯：Research on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雙匿名

外審 

8. 周玉慧（1994）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次元－必

要とするサポート、知覺されたサポート、實行されたサポート間の關係－。

社會心理學研究，9，105-113。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社會支持之次元─必要的社會支持、感知的社會支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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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社會支持三次元間之關係─) 
(英譯：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eeds for support, perceived support and received support.) 
   7. 周玉慧（1994）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と日本人學生の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比

較。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心理學) ， 42，63-69。 
(中譯：比較留日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的社會支持) 
(英譯：The comparisons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6. 深田博己‧坪田雄二‧周玉慧（1994）母親の言語的脅威に對する兒童の心理

的リアクタンス(2)－日本と台灣の比較－。 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

(心理學) ， 42，37-43。 
(中譯：兒童對母親的言語威脅所產生的心理反抗(2)－比較日本與台灣－) 
(英譯：Children’s reactance to verbal threat from mothers in Japan and Taiwan(2).) 

   5. 周玉慧（1993）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研究：留

學生の人口學的特性における差異。Hiroshima Forum for Psychology，15，
65-76。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社會支持研究─人口學特性造成的差異─) 
(英譯：A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Differences amo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s of Chinese students. ) 
  雙匿名

外審 

4. 深田博己‧周玉慧（1993）說得に及ぼす予告の評價的性質の效果。實驗社會

心理學研究，33(1)，70-77。 
(中譯：預告的評價性質對說服性溝通產生之影響) 
(英譯：Effects of the evalu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warning on persuasion.) 

  雙匿名

外審 

3.   周玉慧（1993）在日中國系留學生用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尺度作成の試み。

社會心理學研究，8(3)，235-245。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專門社會支持量表之製成) 
(英譯：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2. 坪田雄二‧深田博己‧周玉慧（1993）母親の言語的脅威に對する兒童の心理

的リアクタンス－日本と台灣の比較－。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心
理學)，41，49-56。 

(中譯：兒童對母親的言語威脅所產生的心理反抗－比較日本與台灣－) 
(英譯：Children’s reactance to verbal threat from mothers in Japan and Taiwan.) 

   1.   周玉慧（1993）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送り手の分

析。廣島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 1 部(心理學)，41，61-70。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社會支持提供者分析) 
(英譯：The analyses of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B)  專書論文 
 
雙匿名

外審 
20.Yuh-Huey Jou(2022) Norms and relations: Developmental self-esteem trajectory 

and its determinants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In Ming-Chang Tsa & 
Chin-Chun Yi(Eds.)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East Asia: Illustrations from 
Taiwan Youth Project, pp. 266-288. Dordrecht: Springer. 99952140499 

  雙匿名

外審 
19.周玉慧（2022.06）華人家庭價值觀之意涵與流變。楊中芳（分冊主編）華人本

土心理學研究 30 年：本土心理研究取徑及理論。臺北：五南，頁 361-384。 
  雙匿名 18. 李怡青、周玉慧、張仁和（2019.03）親密關係中的自我一致性：不同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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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 認同者的適應探討。周玉慧、葉光輝、張仁和主編《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

際認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55-289。[Lee, I. C., Jou, Y. 
H., & Chang, J. H.(2019). Self-consistenc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djustments 
among different sexual identifiers. In Y. H. Jou, K. H. Yeh, & J. H. Chang(Ed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group identity in Chinese society(pp. 
255-289).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978-986-05-8749-4 

雙匿名

外審 
17. 周玉慧（2019.03）華人已婚者的「報」概念及其內涵。周玉慧、葉光輝、張

仁和主編《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頁 51-89。[Jou, Y. H.(2019).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BAO ” of 
married people in Taiwan. In Y. H. Jou, K. H. Yeh, & J. H. Chang(Ed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group identity in Chinese society(pp. 51-89).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78-986-05-8749-4 

  雙匿名

外審 
16. 朱瑞玲、蔣斌、周玉慧（2017.10）原鄉與永久屋：屏東大社與來義排灣族部

落的離災遷移與部落韌性。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跨˙文化：人類

學與心理學的視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233-278＆591。 
  雙匿名

外審 
15. 周玉慧（2017.10）家庭價值觀與夫妻互動。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

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頁

337-367＆593。[Jou, Y. H.(2017). Family Values and marital interactions in 
Taiwan. In T. L. Hu, S. D. Yu, & Y. H. Jou(Eds.), Crossing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and psychology visions(pp. 337-367, 593).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78-986-05-3736-9 

   14. Chiang, Bien, Ruey-Ling Chu, & Yuh-Huey Jou（2017.05）Community Resilience 
of Paiwan Villages in the Chaozhou Fault Area, Pingtung, Taiwan: A Case Study of 
Parilaiyan and Cala’avus. 張珣、蔡志偉（編）宗教、法律與國家：新時代的文

化復振。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頁 55-80。 
   13. 周玉慧（2014.10）「現代日本之社會心理與情感」專書導讀。周玉慧主編《現

代日本の社會心理と感情》，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

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Ⅴ-ⅩⅩⅢ。 
  雙匿名

外審 
12. 周玉慧（2014.10）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夫婦関係と結婚満

足度。周玉慧主編《現代日本の社會心理と感情》，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23-171。9789860425109 
   11. 朱瑞玲、蔣斌、周玉慧（2014.04）風災過後：屏東大社與來義的排灣部落韌

性。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編）台灣及太平洋友邦南島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因

應政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頁 92-110。 
  雙匿名

外審 
10. 周玉慧、朱瑞玲（2013.09）殊異或趨同？台灣民眾價值觀之變遷及其影響因

素。葉光輝（主編）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台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頁 253-288。9789860378481 
  雙匿名

外審 
9. 周玉慧（2013.07）現代日本人のレジャー活動とその影響。黃自進主編《東ア

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と台湾（東亞世界中的日本與台灣）》，台北市：中央

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245-292。
9789860375312 

  雙匿名

外審 
8. Yuh-Huey Jou(2012) Family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effects among 

Taiwanese adolescents. In Chin-Chun Yi(E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pp. 69-88. Dordrecht: Springer. 99952140499 

  雙匿名

外審 
7. 朱瑞玲、周玉慧（2012）台灣社會的慈善觀念與道德感。朱瑞玲、瞿海源、張

苙雲（主編）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心理、價值與宗教，台灣社會變

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2，頁 71-103。台北：南港。9789860324051 
  雙匿名 6. 周玉慧、朱瑞玲（2012）變遷中的民眾心理需求、疏離感與身心困擾。朱瑞玲、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12%2C%2C27/indexsort=-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12%2C%2C27/indexsort=-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12%2C%2C27/indexsort=-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12%2C%2C27/index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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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審 瞿海源、張苙雲（主編）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心理、價值與宗教，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 2，頁 37-70。台北：南港。【同期刊論文 45.】
9789860324051 

  雙匿名

外審 
5. 周玉慧（2012）中国系留学生に対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深田博己編著

《社会心理学》，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頁 401-423。9784623060986 
  雙匿名

外審 
4. 青野篤子、周玉慧、森永康子、葛西真記子（2011）日本と台湾の大学生の恋

愛における葛藤解決方略。黃自進主編《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台北市：中

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559-592。 
  雙匿名

外審 
3. 周玉慧、青野篤子（2011）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人の価値観と生活満足度。黃

自進主編《日本の伝統と現代（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593-630。 

  雙匿名

外審 
2. 周玉慧（2008）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家庭観の特徴とその影響。黃自進主編

《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521-550。9789860148633 
  雙匿名

外審 
1. 周玉慧（2006）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結婚満足度に及ぼす家庭観と夫婦間関

係の影響。黃自進主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3-38。9789860084795 
 
 
(C)  研討會論文 

1. 周玉慧（1991.11）在日外國人留學生用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尺度作成の試み。中國四國

心理學會第 47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4，85〕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用社會支持量表之製成)  

2. 深田博己‧周玉慧（1991.11）說得に及ぼす予告の評價的性質の效果。中國四國心理學會

第 47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4，80〕 
(中譯：預告的評價性質對說服性溝通產生之影響) 

3. 周玉慧（1992.11）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測定次元－必要と

するサポート、知覺されたサポート、實行されたサポート間の關係－。日本社會心理學

會第 33 回大會。〔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33 回大會發表論文集，378-381〕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社會支持之次元-有必要的社會支持、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實得的社

會支持三次元間之關係-) 

4. 周玉慧（1992.11）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に對するサポート送り手の分析。中國四國心理學會

第 48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5，78〕 
(中譯：留日中國學生的社會支持提供者之分析) 

5. 深田博己‧坪田雄二‧周玉慧（1992.11）母親の言語的脅威に對する兒童の心理的リアク

タンス(1)。中國四國心理學會第 48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5，82〕 
(中譯：兒童對母親的言語威脅所產生的心理反抗(1)) 

6.坪田雄二‧深田博己‧周玉慧（1992.11）母親の言語的脅威に對する兒童の心理的リアク

タンス(2)。中國四國心理學會第 48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5，83〕 
(中譯：兒童對母親的言語威脅所產生的心理反抗(2))  

7.吉森護‧有倉巳幸‧周玉慧（1992.11）ハッピネスに關す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4)－對人觀

關係。中國四國心理學會第 48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5，76〕 
(中譯：幸福感之社會心理學研究(4) －幸福感與人際觀之關係－) 

8.吉森護‧有倉巳幸‧周玉慧（1993.09）ハッピネスに關す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5)－對人觀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9%2C%2C27/indexsort=-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9%2C%2C27/indexsort=-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7ES0*cht?/a%7bu9EC3%7d%7bu81EA%7d%7bu9032%7d/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2C2%2C44%2CB/frameset&FF=a%7b216262%7d%7b215426%7d%7b215c33%7d+1956&9%2C%2C27/index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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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日本心理學會第 57 回大會。〔日本心理學會第 57 回發表論文集，88〕 
(中譯：幸福感之社會心理學研究(5) －幸福感與人際觀之關係－) 

9.有倉巳幸‧周玉慧‧吉森護（1993.09）ハッピネスに關す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6)—自己開

示關連性。日本心理學會第 57 回大會。〔日本心理學會第 57 回發表論文集，89〕 
(中譯：幸福感之社會心理學研究(6) －幸福感與自我表露之關連性－) 

10.周玉慧（1993.11）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の適應に及ぼす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影響。日本

社會心理學會第 34 回大會。〔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34 回大會發表論文集，208-209〕 
 (中譯：社會支持對留日中國學生的適應產生之影響) 

11.周玉慧（1993.11）在日中國系留學生と日本人大學生の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比較。中

國四國心理學會第 49 回大會。〔中國四國心理學會論文集，26，115.〕 
 (中譯：比較留日中國學生與日本學生之社會支持) 

12.周玉慧（1994.10）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に關する擴張マッチング・モデルの檢討－在日

中國系留學生を對象として－。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35 回大會。〔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35 回大會發表論文集，50-53.〕 
 (中譯：檢討壓力與社會支持的適合性擴張模式－以留日中國學生為對象－) 

13.周玉慧（1994.10）受け取ったサポートと適應に關する因果モデルの檢討－在日中國系留

學生對象として。日本グループ・ダイナミクス學會第 42 回大會。〔日本グループ・ダ

イナミクス學會第 42 回大會發表論文集，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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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回大會發表論文集，582-583.〕(中譯：支持來源及策略的測量向度對社會支持獲取

策略運用所產生之影響－以留日中國學生為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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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李燕玲、周玉慧（2008.10）夫妻間之互動與歸因及其影響。發表於「第 47 屆台灣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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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2008.12）中年父母太沈重：個人因素、親子關係與父母中年

生活感受。發表於「2008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灣社會學會主辦，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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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周玉慧（2009.12）台灣青年之支持尋求類型、成因及其影響。發表於「臺灣青少年成長

歷程研究第三次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2 月 4-5 日。 

70. 呂玉瑕、周玉慧（2009.12）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之變遷：性別的比較。發表於「臺灣青

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第三次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2
月 4-5 日。 

71. 周玉慧（2010.06）夫妻間自主性及其影響因素。發表於「華人家人關係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6 月 18-19 日。 

72. 謝雨生、周玉慧（2010.06）夫妻婚姻品質變化的關連性。發表於「華人家人關係學術研

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6 月 18-19 日。 

73. 周玉慧（2010.09）夫婦における個人の決定性とその影響－台湾人夫婦を対象として。

發表於「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51 回大會」，廣島大學主辦，日本，9 月 17-18 日。 

74. 周玉慧（2010.09）夫婦間の相互作用と原因帰属：台湾人カップルの場合。發表於「日

本心理學會第 74 回大會」，大阪大學主辦，日本，9 月 20-22 日。 

75. 周玉慧（2010.10）現代日本人のレジャー活動とその影響。發表於「東アジアにおける

日本と台湾：日本研究の新視点を求めて」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日本在台交流協會協辦，臺北南港，10 月 16-17 日。 

76. 呂玉瑕、周玉慧（2011.03）社會變遷中台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的形成及變遷。發表於

「2011 Taiwan-Hong Kong Sociology and Social Image Conference（2011 台灣-香港社會學

與社會意向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暨社會

系主辦，臺北南港，3 月 11-12 日。 

77. Jou, Y. H. （2011.07）Typology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s in 
Taiwan. 發表於「The 9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主辦，Kunming China，7 月 28-31 日。*並擔任其他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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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主持人 

78. 周玉慧（2011.09）台灣夫妻之婚姻家庭觀與代間關係。發表於「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國

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中原大學心理學系及台

灣心理學會主辦，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東吳大學心理學系及政治大學心理學

系協辦，臺北南港，9 月 1-3 日。 

79. 周玉慧（2011.09）夫婦間葛藤解決方略が結婚生活に及ぼす長期的影響：台湾人夫婦を

対象とした場合。發表於「日本心理學會第 75 回大會」，日本大學主辦，日本東京，9
月 15-17 日。 

80. 周玉慧（2011.09）夫婦間葛藤解決方略に及ぼす社会的勢力の影響：台湾人夫婦を対象

として。發表於「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第 52 回大會」，名古屋大學主辦，日本名古屋，9
月 18-19 日。 

81. 周玉慧（2011.12）「小人」「閑居」為「不善」？生活經驗、社會資本與青少年休閒活

動參與。發表於「2011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台灣社會學會主辦，臺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12 月 10-11 日。 

82. 周玉慧（2012.05）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夫婦関係と結婚満足度。發表

於「現代の日本社会における心理と感情」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臺北南港，5 月 4 日。 

83. 周玉慧（2012.06）台灣民眾之價值觀與文化偏好：變遷及其影響因素。發表於「第四屆

國際漢學會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

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辦。臺北南港，6 月 20-22
日。 

84. Jou, Y. H. （2012.07）Like Parent, Like Child? The Effect of Parent-Adolescent Interactions o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發表於「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Roehampton University 主辦，London，7 月 16-18 日。 

85. 周玉慧、深田博己（2012.08）在日中国系留学生におけるストレッサーの年代変化。發

表於「第十七回日本留學生教育學會研究大會」，東京外國語大學主辦，日本，8 月 31
日。 

86. 周玉慧、范姜艾琳（2012.10）臺灣夫妻之幽默初探。發表於「第 51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主辦，台中，10 月 13-14 日。 

87. 李苾文、周玉慧（2012.11）台灣民眾休閒活動之變遷及其影響：1990 年-2000 年。發表

於「2012 旅遊觀光暨休閒運動學術研討會」，台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主辦，台南：南台

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11 月 17 日。 

88. Jou, Y. H. （2013.07）Humor and Power in Married Couples. 發表於「The 13th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Swedish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主辦，Stockholm, Sweden，7
月 9-12 日。 

89. 朱瑞玲、蔣斌、周玉慧（2013.09）風災過後：屏東大社與來義的排灣部落韌性。發表於

「台灣及太平洋友邦南島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因應政策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

究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究所、中央研究院永續科學中心協辦，台北：南港，9 月 5-6 日。 

90. 周玉慧（2013.10）夫妻間之幽默運用及其影響。發表於「第 52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政

治大學心理學系主辦，台北，10 月 19-20 日。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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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周玉慧（2013.11）結婚生活の質に及ぼす夫婦間ユーモア方略の影響。發表於「日本社

會心理學會第 52 回大會」，日本沖繩國際大學，11 月 2-3 日。 

92. 周玉慧（2013.11）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發表於「台灣青少年成

長歷程研究第五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1 月 28-29 日。 

93. 呂玉瑕、周玉慧（2013.11）性別角色態度的形成與變遷：從青少年到成年。發表於「台

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第五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1
月 28-29 日。 

94. Lu, Y. H., & Jou, Y. H. （2014.07）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Taiwanese Young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Gender-Role: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發表於「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ISA 主辦，Yokohama, Japan，7 月 13-19 日。 

95. Jou, Y. H. （2014.07）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發表於「The 2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IACCP Scientific Committee 主辦，

Reims, France，7 月 15-19 日。 

96. Jou, Y. H.（2014.07）Requital and Social Support in Married Couples. 發表於「The Inaugural 
Europe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 the Behavioral Sciences(ECP2014)」，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主辦，Brighton, the United Kingdom，7 月 24-27 日。 

97. Chiang, B., Chu, R. L., & Jou, Y. H. （2014.09）Community Resilience of Paiwan Villages in 
The Chaozhou Fault Area, Pingtung, Taiwan: A Case Study of Parilaiyan and Cala’avus。發表於

「2014 年台灣原住民族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面貌的探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原住民族委員會、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主辦，台北：南港，9
月 15-16 日。 

98. Jou, Y. H.（2014.09）Typology and Function of Humor Display in Married Couples（夫妻間

之幽默運用類型及其作用）。發表於「The 6th International A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Conference（第六屆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國際會議）」，亞洲本

土及文化心理學會、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高雄師範大學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亞洲大學、

華人本土心理研究基金會、本土推動委員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世界課程與教學學會

主辦，臺北：台灣大學，9 月 26-28 日。 *並擔任該場次主持人 

99. 周玉慧（2014.11）婚姻關係中「報」的意涵初探。發表於「第 53 屆台灣心理學年會」，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主辦，台北，11 月 8-9 日。 *並擔任該場次主持人 

100. 周玉慧（2015.07）村上春樹《色彩を持たない多崎つくると、彼の巡礼の年》中の自己

意識と対人的疎外感。發表於「2015 年第 4 屆村上春樹国際学術研討会」（主題：村上春

樹文学における両義性），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及日本語文學系所主辦，日本（北

九州市国際会議場），7 月 25-26 日。 

101. Jou, Y. H.（2015.08）Power and Conflict-Coping Strategies in Married Couples: A Typology 
and Multilevel Approach。發表於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2015，
Toronto, Canada，8 月 6-9 日。 

102. 周玉慧（2015.09）婚姻家庭觀與夫妻互動。發表於「跨・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台北，9 月 17-19 日。 

103. 朱瑞玲、蔣斌、周玉慧（2015.09）原鄉與永久屋：屏東大社與來義排灣族部落的離災遷

移與部落韌性。發表於「跨・文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北，9 月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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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日。 

104. 周玉慧（2015.10）夫妻之權力來源及其類型。發表於「2015 年第 54 屆台灣心理學會年

會暨學習、教學、與評量國際研討會『心理學與教育：交會與整合』」，台灣心理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華

創造學會、台灣員工協助專業協會協辦。台北，10 月 17-18 日。 *並擔任該場次主持人 

105. 周玉慧（2016.01）青少年至成年前期的自我發展變化及其影響。發表於「台灣青少年成

長歷程研究第六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 月 18-20 日。 

106. Jou, Y. H. （2016.05）Dyadic Humor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of Married Couples in 
Taiwan. 發表於「Family, Life course and Wellbeing in Asia and Beyond」，中央研究院人社

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台北：南港，5 月 24-25 日。*亦擔任其一場次主持人 

107. Jou, Y. H. （2016.07）Power and Autonomy in Married Couples: A Typology and Multilevel 
Approach. 發表於「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The ICP2016 Organizing 
Committee 主辦，Yokohama, Japan，7 月 24-29 日。 

108. Jou, Y. H. （2016.07）Supportive Interaction and Power in Married Couples. 發表於「The 
2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The 23rd IACCP Organizing 
Committee 主辦，Nagoya, Japan，7 月 30 日-8 月 3 日。 

119. 周玉慧（2016.08）家庭價值觀之三代間關聯：以臺灣家庭為例。發表於「2016 年兩岸

家庭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台北：南港，8 月 29-30
日。*亦擔任其一場次主持人 

110. 周玉慧（2016.09）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及其影響：行動者-伴侶者互依模型之探討。發

表於「2016 年滬台家庭研究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中國：上海，9 月 7 日。 

111. 周玉慧（2016.10）當代日本人的婚戀對象偏好及其幸福觀。發表於「2016 年愛情教育

與研究：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主辦，台

北：木柵，10 月 28-29 日。 

112. 周玉慧（2016.12）代間支持與代間衝突對年輕夫妻之影響。發表於「2016 台灣青少年

成長歷程研討會──成年初期的發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2
月 02-03 日。 

113. 伊慶春、林庭萱、潘恩伶、石易平、章英華、周玉慧、吳齊殷（2016.12）質化報告：已

婚年輕夫妻深入訪談之初步分析。發表於「2016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討會──成年初期

的發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2 月 02-03 日。 

114. 周玉慧（2017.06）華人婚姻關係中「報」的概念與內涵。發表於「家庭、世代與多元文

化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家庭、世代與生命歷程研究群」主辦，臺北

南港，06 月 28-29 日。 

115. 周玉慧（2017.07）日本における現代若者がパートナーに求めるもの：村上春樹《女の

いない男たち》を読む。發表於「2017 年第 6 屆村上春樹国際学術研討会」（主題：村上

春樹文学における魅惑），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及日本語文學系所主辦，日本（京

都同志社大學），7 月 8-9 日。*亦擔任其一場次主持人 

116. Jou, Y. H.（2017.08）Norm or Power? The Effects of Family Values and Power Bases on 
Decision-Making in Married Couples。發表於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2017，Washington, D. C., America，8 月 3-6 日。 

117. 周玉慧（2017.09）幽默多元型態與夫妻關係。發表於「變遷中的青年發展與華人家庭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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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社會學研究所合辦，臺北南港，09 月

14-15 日。*亦擔任其一場次主持人 

118. 周玉慧（2017.10）華人家庭中婚姻衝突的推力與拉力。發表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資料使用工作坊」，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亞太區域研

究專題中心主辦，臺北南港，10 月 20 日。 

119. Jou, Y. H.（2018.07）Long-term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發表於 23rd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IACAPAP 2018)，Pargue，Czech Republic，7 月 23-27 日。 

120. 周玉慧（2018.08）婚姻衝突之反應與解決模式：以臺灣已婚者為例。發表於「當代家庭

之議題與樣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

題中心主辦，臺北南港，8 月 30-31 日。 

121. 周玉慧（2018.09）夫妻關係中的權力來源與衝突因應策略。發表於「家．人關係」學術

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09 月 29 日。 

122. Jou, Y. H.（2019.03）Family value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married couples: The 
functions of marital interactions。發表於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Psychology &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2019(ACP2019)，Tokyo，Japan，3 月 21-23 日。 

123. Jou, Y. H.（2019.04）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Longitudinal Effect of Self-Esteem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發表於 The 7th Conference of Taiwan Youth Project，Taipei，
Taiwan，4 月 12-13 日。 

124. 周玉慧（2019.04）臺灣民眾性別婚姻觀及滿意度之變遷：2006～2016。發表於 2019 台

灣人口學會年會暨「人口老化、家庭與照護」學術研討會，台灣人口學會主辦，輔仁大學，

臺灣新北市，4 月 19-20 日。 

125. Jou, Y. H.（2019.07）The effects of ‘Qing Yi’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mong married couples。
發表於 The 13th Biennial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Conference(AASP2019)，
Taipei，Taiwan，7 月 11-13 日。 

126. Chang, Szu-Chia, Wu, Chih-Wen, Jou, Yuh-Huey, & Low, Chris（2019.07）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self-concept chang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aiwanese newlyweds. 發表於 The 
13th Biennial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Conference(AASP2019)，Taipei，Taiwan，
7 月 11-13 日。 

127. 周玉慧（2019.07）旅の「移動」に関する現代の日本人の旅の形態と心理的動機：《木

野》から始まる。發表於「2019 年第 8 屆村上春樹国際学術研討会」（主題：村上春樹文

学における「移動」），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及日本語文學系所主辦，日本（北海

道北海道大學），7 月 20-21 日。*亦擔任其一場次主持人 

128. 周玉慧、張思嘉（2019.10）夫妻關係中的角色責任、親密情感與婚姻品質。發表於「第

十一屆兩岸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南京大學，中國大陸，10 月 25-28 日。*亦擔任該場

次主持人 

129. 周玉慧、深田 博己、牧野 幸志（2020.09）結婚の質と心理的健康に及ぼす夫婦間のサ

ポート交換の影響。發表於「日本心理學會第 84 回大會」，日本東洋大學主辦，9 月 8
日-11 月 2 日。（線上發表） 

130. Jou, Y. H. & Wu, M. Y.（2020.09）The determinants and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Guan 
of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in Taiwan。發表於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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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ife in Asia，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Taipei，Taiwan，9 月 24-26 日。 

131. 周玉慧（2020.10）臺灣青年之家庭價值觀類型特色及其影響：以家庭動態資料為例。發

表於「2020 台灣心理學年會」，台灣心理學會主辦，台北，10 月 17-18 日。 *並擔任該

場次之專題籌畫人與主持人 

132. 周玉慧（2020.11）跨生命階段之性別角色態度變遷：中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之代間傳遞

與代間反饋（Changing gender role attitudes across life stag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feedbacks between elderly parents and adult children）。發表於「2020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

程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南港，11 月 19-21 日。 

133. Jou, Y. H.（2021.08）The Impact of Marital Values and Jealousy Typology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Married Couples。發表於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2021，8
月 12-14 日。（線上發表） 

134. 周玉慧（2021.08）家人間支持互動與情感連結：以家庭動態調查資料為例。發表於「家

庭生命歷程的現況與變遷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中央研究院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協辦，台北南港，8 月 20 日。 

135. Jou, Y. H.（2021.08）The Impact of Deceptive Issues and Strategies on Marital Quality in 
Married Couples 。發表於 2021 Virt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of-Life Studies(ISQOL2021)，8 月 24-28 日。（線上發表） 

136. 周玉慧（2021.10）你家、我家、我們家：夫妻間之角色責任及其影響。發表於「2021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主辦，台北，

10 月 16 日。（線上發表） 

137. 周玉慧（2021.10）成年子女與中老年父母間之支持提供及其影響：以家庭動態資料為例。

發表於「2021 台灣心理學年會」，台灣心理學會主辦，台北，10 月 16-17 日。 *並擔任

該場次之專題籌畫人與主持人 

138. 周玉慧（2022.06）代間有情不寂寞？中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間之情感連結、寂寞感及生

活福祉。發表於「2022 臺灣老人學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高齡社會的共融與共生」，臺

灣老人學學會，台北，6 月 15 日。（線上發表） 

139. 周玉慧（2022.06）從華人社會交換論探討當代臺灣夫妻之婚姻家庭觀與互動歷程。發表

於「2022 科技部心理學門成果發表研討會」，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心理學門、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中原大學心理系主辦，6 月 25-26 日。（線上發表） 

140. 周玉慧（2022.07）當你的追尋遇見我的追尋：夫妻之多元需求動機及其影響。發表於「第

12 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7 月 13-15 日。

*並擔任該場次之專題籌畫人與主持人 

141. 李怡青、周玉慧、黃偉健、翁欣怡、馬麗昕（2022.07）從情慾經驗到認同：預設異性戀

框架下的自我認識從華人社會交換論探討當代臺灣夫妻之婚姻家庭觀與互動歷程。發表於

「第 12 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臺北，7 月 13-15
日。 

142. 周玉慧（2022.10）台灣民眾性別婚姻觀與滿意度之變遷：2006～2021。發表於「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主辦，台

北，10 月 1 日。（線上發表） 

143. 周玉慧（2023.01）家人間即時通訊溝通之作用及其影響。發表於「社會變遷調查家庭組

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臺北，1 月 6 日。 



 20 

 
 
(D)  專書 
 
1.周玉慧(執筆 3 項目)（1995）「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緩衝モデル」、「異文化適應」。

《增補改訂版社會心理學用語辭典》。日本京都：北大路書房。 
(中譯：擔任「社會支持」，「緩衝模式」，「異文化適應」之三項目) 

2.湯熙勇‧周玉慧（1999）編著《台北市十四、十五號公園口述歷史專輯》。台北市文獻委

員會。 

3.周玉慧（2014）主編《現代日本之社會心理與情感（現代日本の社會心理と感情）》專書。

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4.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2015.09）主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60 年發展特輯》。台

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ISBN:978-986-04-5813-8） 

5.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2017.10）主編《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專書。台

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ISBN:978-986-05-3736-9） 

6.周玉慧、葉光輝、張仁和（2019.03）主編《華人家庭、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專書。台北

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978-986-05-8749-4 

 
(E)  專題研究計畫 
1.周玉慧（1998.08）失能老人照顧者夫婦間之社會支持與社會技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畫報告（NSC 87-2413-H-001-002）。 

2.張思嘉‧周玉慧‧黃宗堅（1999.08）從擇偶過程看婚姻關係的形成與發展，共 4 頁，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3.黃宗堅‧張思嘉‧周玉慧（1999.08）家庭系統之互動歷程：以青少年原生家庭為例之職性

研究，共 4 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4.黃宗堅‧張思嘉‧周玉慧（2000.08）家庭系統的測量與類型：以青少年原生家庭為例之初

探，共 4 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5.楊文山‧周玉慧（1999.12）九二一地震對台灣地區居民生活及心理之影響，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6.張思嘉‧周玉慧（2001.04）緣與婚姻關係的形成與調適，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

畫報告。 

7.周玉慧（2001.08）夫妻間社會支持與其獲取策略之運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報告(NSC 89-2413-H-001-006)。 

8.張思嘉、黃宗堅、周玉慧（2001.08）婚姻的適應過程：理論的驗證及概念的測量，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9.周玉慧（2004.11）代間傳遞與夫妻間互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完整型報

告(NSC 91-2413-H-001-006 and NSC 92-2413-H-001-006-SSS)。 

10.周玉慧（2005.11）夫妻間欺瞞──其類型、歷程與作用之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

題研究計畫報告(NSC 93-2413-H-001-002)。 

11.周玉慧（2008.09）夫妻間之欺瞞與信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NSC 
96-2413-H-0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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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玉慧（2010.10）台灣夫妻自主性之歷程及其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報告(NSC 97-2410-H-001-083)。 

13.周玉慧（2012.10）夫妻間幽默：一個歷程觀點的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報告(NSC 99-2410-H-001-042-MY2)。 

14.周玉慧（2014.10）婚姻關係中「報」的運作機制：夫妻與代間比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專題研究計畫報告(NSC 101-2410-H-001-031- MY2)。 

15. 朱瑞玲、蔣斌、周玉慧（2014.12）「台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健康研究」子計畫三（朱

瑞玲、蔣斌、周玉慧）：屏東潮州斷層帶排灣族之社區韌性：以大社與來義為例。中央

研究院主題研究計畫，2012/1/1-2014/12/31(AS-101-TP-CB1)。 

16.周玉慧（2016.10）權與角力：夫妻間之權力與互動歷程探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MOST 103-2410-H-001-057-SS2)。 

17. 周玉慧（2018.10）夫妻之「義」：當代婚姻關係中情義之內涵特色及其影響，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報告(MOST 105-2410-H-001-037-SS2)。 

18. 周玉慧（2019.10）當代夫妻之承諾、親密與忠貞：婚姻層級模型之建構與檢驗，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報告(MOST 107-2410-H-001-065-)。 

19. 周玉慧（2020.10）過猶不及？婚姻窒息與多元自我動機之析辨及檢驗，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報告(MOST 108-2410-H-001-052-SSS)。 

20. 周玉慧（2022.10）婚姻中的藍與黑：夫妻間之互動內涵及其運作歷程，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報告(MOST 109-2410-H-001-025-MY2)。延長中 

21. 協同主持人，TASAL、臺灣數位世代追蹤研究及國內重要教育調查合作發展之規劃（主持

人：顏慶祥，共同主持人：吳齊殷，協同主持人：陳婉琪、蔡明學、謝進昌、王淑貞、

吳志文、陳易甫、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陳杏容），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計畫報告

(MOST 110-2420-H-001 -004 -MY3) （2022 年 3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22. 共同主持人，家庭動態調查追蹤資料蒐集（主持人：于若蓉，共同主持人：周玉慧、杜

素豪、蔡明璋、簡錦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報告(MOST 110-2420-H-001 -004 -MY3) 
（2021 年 8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 2022.08─2024.07「婚姻生活中角色責任與親密情感之社會比較」（MOST 
111-2410-H-001-040-MY2）。 

 

(F)  受邀演講 

周玉慧（2011.04）「夫妻間支持授受及其影響」。4 月 7 日於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

系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2.05）「台灣婚姻與代間關係之研究及未來發展方向」。2012 年 5 月 18 日於輔仁

大學「家人關係──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國際研討會之主題演講。 

周玉慧（2013.10）「回首來時路：學術研究之心路歷程與經驗分享」。10 月 30 日於輔仁大學

民生學院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4.11）「現代台灣夫妻之關係與互動歷程」。11 月 14 日於交通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6.01）「臺灣青少年至年輕成人階段之發展歷程」。1 月 8 日於世新大學社會心理

學研究所之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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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慧（2016.11）「回首．感謝．展望：學涯心路歷程與經驗分享」。11 月 24 日於台中科技

大學語文學院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6.12）「為何幽默？如何幽默？談夫妻間幽默及其影響」。12 月 27 日於世新大學

社會心理學研究所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7.04）「幽默的夫妻、幸福的婚姻？臺灣夫妻間幽默之多元樣貌」。4 月 14 日於世

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7.11）「華人夫妻之權力來源、互動及其婚姻品質」。11 月 2 日於台北市立大學多

元文化研究所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8.01）「夫妻間之權力互動與關係品質：以大台北夫妻為例」。1 月 3 日於世新大

學社會心理學系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19.10）「華人家庭價值觀之意涵與流變」。10 月 7 日於民族學研究所之週一演講。 

周玉慧（2020.05）「夫妻間多元權力來源及其影響」。5 月 13 日於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之專

題演講。 

周玉慧（2020.06）「登大人：臺灣青少年至成人之發展歷程」。6 月 11 日於台北市立大學多元

文化研究所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20.12）「揚棄傳統價值的你，幸福嗎？當代臺灣青年的家庭價值觀及其影響」。12
月 8 日於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專題演講。 

周玉慧（2022.10）「當代家庭價值之意涵、定位與變遷」。10 月 1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系「2022 兒童發展與家庭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 

周玉慧（2022.10）「研究主軸與研究例分享：臺灣青少年親子關係及自尊發展之長期追蹤」。

10 月 20 日於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之專題演講。 
 

(G)  其他 

1.周玉慧（2004）主編「夫妻對偶互動關係」專題。應用心理研究，24，頁 63。台北：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 

2.周玉慧（2005）回首從前、期待未來的夫妻關係研究。應用心理研究，25，頁 12-13。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3.周玉慧（2007）《書評》葛文綺著／溪水社『中国人留学生・研修生の異文化適応』。中

国研究月報，61(8), 頁 54-55。（2007-08-25） 

 

編輯委員及其他 

擔任日本「留学生教育」期刊編集委員會委員 2007.04-2010.03（待確認） 

擔任日本「人際溝通研究」期刊編集委員會委員 2012.07-2022.06 迄今 

擔任淡江大學「村上春樹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2014.09-迄今 

擔任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編集委員會委員 2016.01-迄今 

擔任「華人本土心理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2020.03.07-2023.03.06 

擔任彰化師範大學「諮商與輔導學報」編集委員會副主編 2020.08-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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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會員 

日本心理學會、日本社會心理學會、日本留學生教育學會、臺灣心理學會、台灣社會學會、

跨文化心理學會（IACCP） 
 
 
榮  譽 
獲頒日本留學生教育學會 2012 年優秀論文獎（2012 年 8 月 31 日） 
論文題目「在日中国系留学生の心身の健康に及ぼすストレッサーとサポートの影響：17 年

間に変化したのか？」刊於「留学生教育」，16，1-12。 
 
獲頒日本人際溝通學會第一屆最優秀論文獎（2017 年 3 月 13 日） 
論文題目「夫婦関係に及ぼす欺瞞動機と欺瞞方略の影響。」刊於「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研究」，3，1-18。 
 
獲頒第一屆中華心理學刊「最有影響力論文獎」（2017 年 10 月 14 日） 
論文題目「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響。」刊於「中華心理學刊」，第 53

卷 2 期，229-253。 
 
獲頒第五屆中華心理學刊「最有影響力論文獎」（2021 年 10 月 17 日） 
論文題目「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刊於「中華心理學刊」，第 57 卷

1 期，6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