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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世界性健康會議 

(2017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 

與會心得 

樹德科技大學人類性學研究所博士生 邱育佳 

 

     本次參與的研討會為第 23 屆世界性健康協會研討會(2017 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會議舉辦於捷克布拉格的 Clarion Congress Hotel，議程為 5

月 28 日至 5 月 31 日，今年主要探討議題包含性健康與性權利、生物醫學研究、

性的行為、社會與歷史研究、公共衛生、流行病學與公共政策、性功能障礙與性

治療、性教育等領域。由於此次投稿篇數眾多，大會在同時段開設 10 間報告會

場(每場約可容納 50 個座位)和一區 Poster Area & Networking meetings。開幕儀式

由 WAS 主席 Kevan Wylie 介紹 WAS 運作現況與今年研討會主題趨勢(現場與會

者約 900 位)，接著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行為神經生物學研

究中心與心理學所博士 Dr.  James Pfaus 進行演講，主題為人類大腦對性慾的緩

解和抑制機制，將人類感知性慾、喚起階段、性壓抑的大腦狀態與行為模式完整

介紹。另外，也有來自葡萄牙 Porto University 的 Pedro Nobre 教授介紹他的 Sex 

Lab 和增加性慾積極作用的新療法。 

    本次會議我的報告主題是Sexuality Education and Hookup Culture in Taiwan，

內容為探討近年台灣青少年的約砲現象(hookup)對性教育的成效與挑戰，現場與

會者大多是性治療與性教育的專家及教授，由於台灣為亞洲培育性學教育與研究

的代表國家，學生也藉由國際場合宣傳本所與校名，呈現出與其他醫療或心理系

所的區別，因此，在學生報告期間可感受到他們對該主題的興趣與專注程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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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我日後在研究主題的深入與延伸上更加明確與產生自信。 

本次研討會除了各國優秀學者的口頭報告外，也另外展出了數十篇海報論文，

從中可歸納出近年對性行為多樣性與多元性傾向表現、性功能障礙治療、性侵害

議題與對性健康的重視，皆可做為日後研究方向的啟發。透過這次研討會讓我知

曉許多國際當前及未來性學研究的趨勢，在學術領域之外也累績英文口頭報告的

經驗，這對於我後續獨立研究能力的培養有相當大的幫助。在此特別感謝樹德科

技大學性學所的鼓勵與機會提供、經費補助及行政程序的各項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