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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我有話要說—親子間的有效溝通 王瑞琪 幼獅 

父母如何與子女談情說理 林蕙瑛 幼獅 

父母如何與子女談性說愛 林蕙瑛 幼獅 

讚美的藝術 李適中 幼獅 

親愛的，請別輕生 派翠西亞˙赫姆斯 幼獅 

少年的煩惱 孫小英 幼獅 

愛我，請別傷害我 
蘇珊˙繆森、瑞契爾˙

柯瑞生 
幼獅 

酷兒的異想世界現代家庭新挑戰 
琳達˙史東˙費雪、雷

貝卡˙哈維 
心靈工坊 

那些高中生教我的事 史帝夫˙波伊茲納 天下 

虎媽的戰歌 蔡美兒 天下 

教育應該不一樣 嚴長壽 天下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Q&A 玉井美知子 書泉 

講理就好 4－理應外合－讓孩子在開放尊重的生活

文化中學習 
洪蘭 遠流 

講理就好 5－良書益友 洪蘭 遠流 

講理就好 6－通情達理－品格決定未來 洪蘭 遠流 

講理就好 7－順理成章－希望，給生命力量 洪蘭 遠流 

浮萍男孩－發現男生缺乏動機的因素再造獨立負

責的男兒本色 
Leonard Sax 遠流 

棉花糖女孩－充滿甜美外表下的空洞心靈教養出

自信健康的生命舵手 
Leonard Sax 遠流 

揮別青澀健康成長－性教育手冊 陳文龍 遠流 

如何教養負責任的孩子 杜律、簡宛 遠流 

青少年心理學 赫洛克 桂冠 

我的未來不是夢－生涯發展與規劃 黃惠蕙 張老師 

幫助孩子跨越心理障礙 游乾桂 張老師 

天下無不是的孩子 林家興 張老師 

對與錯的人生邏輯課-哲學大師的倫理學邀請：過

更好的生活 
費南多˙薩巴特 漫遊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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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成長地圖 
伊凡˙索可洛夫、黛博

拉哈頓 
張老師 

做孩子的親密知己 林啟鵬 張老師 

如何與青少年子女談心 查爾斯˙薛佛 張老師 

單親媽媽，滿分家教 莊雅珍 張老師 

為什麼青少年都衝動？ 大衛˙華許 張老師 

怡然自得 徐建文等 張老師 

快意人生 林家興、王麗文 張老師 

貼心父母 游乾桂 張老師 

青少年的激盪 榮民總醫院精神科 張老師 

請擁抱我 凱絲˙琪婷 張老師 

行過生命深處 林麗雲、謝麗玉 張老師 

活出真性情 凱倫˙凱卡菲絲 張老師 

家有千絲萬縷 李維榕 張老師 

心的面貌 維琴尼亞˙薩提爾 張老師 

接納心歡喜 麗莎˙安吉哈德 張老師 

家有中等生 劉繼榮 世茂 

青春年少的心事 李秀淋 世茂 

青春性話 林燕卿、王瑞琪 躍昇 

性，不說你不懂 王瑞琪 躍昇 

他只是個孩子 桃莉˙海頓 新苗 

兒童青少年性虐待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 張老師 

兒少性侵害：全方位防制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 張老師 

每個學生都能成功 威廉˙葛拉瑟 張老師 

親愛的公主 張蒙恩 格子外面 

發掘內向孩子的優勢 瑪蒂˙蘭妮 漫遊者文化 

史上最大教養戰爭 吳恩瑛 尖端 

搶救無感宅小孩：提升孩子生命感知度的 25個行

動 

楊嘉敏 
凱信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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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是一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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