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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緒論 

 

  世界上擁有各式各樣的服裝，而這些服裝代表著人們的個性、職業、甚至階

級。其中，以制式服裝最能夠凸顯個人的身分，例如警察須穿著警察制服、消防

員穿著消防制服等等，而「校服」則是學生表明身分的最佳代表。究竟學校制定

制服的用意為何呢？1999 年美國麻塞諸塞州長保羅瑟魯奇在通過制服政策時曾

公開表示：「制服促進了安全而且正經的氣氛，讓學生在服裝競爭上得以節制謹

慎。」（註一）由這句話可知，學校的出發點多在關心學生的安全，甚至有更多

的考量是涉世未深的我們所不能體會的。但是穿制服的意義對於學生來說或許並

不全然如此看待。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此篇論文的調查探索，能更釐清問題焦點

以及學生對於種種限制的看法。 

 

二、研究動機 

 

  在過去，與制服相關的小論文研究十分多樣，也顯示了學生對制服的看法，

常聚焦在「服裝材質」（註二）、「制服的顏色偏好」(註三)等等議題上，而我們

所要探討的希望能與過去論文有些差異。因此我們提出「強制穿著制服背後的意

涵」作為研究的主題。現今一般中、小學皆強制規定學生穿著制服，但是正值花

樣年華的我們，總是希望在服裝搭配能夠多一些自己的想法。然而校方仍強制學

生穿著制服，其背後的意涵為何？是希望落實貧富學生的階級平等？或是期盼學

生的心思能專注於學業之上？亦或是為了維護校園安全以便於管理？至於學生

制服的設計，在夏季制服上女學生多以裙裝為主，男學生則穿著褲子，是否又牽

涉到校園性別平等的議題？這些種種探討皆是本篇研究的動機與重點。 

 

三、研究目的 

 

  同樣身為學生的我們，對於服裝的強制規定不免與校方師長的想法有些牴觸

或衝突，在莘莘學子諸多抱怨之餘，希望藉此論文了解制服真正的涵義及校方規

定服裝的理念，進而取得校方與學生間的平衡觀點與溝通管道。 

 

四、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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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採問卷調查方式，發放 592 份問卷，實際回收 420 份，而有效問卷 364

份，無效問卷 56 份，有效率達 87%。以下為發放問卷之內容： 

 

制服是束縛嗎？ 

☆此份問卷僅用於小論文研討使用，採不記名方式，請安心並據實填寫此問卷，

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寫，使我們的論文研究更加順利。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東山高中高二 1 吳珞與、汪秀璇；高二 4 劉婉如 

 我是 □男生  □女生 

 1. 您同意學校強制規定穿著制服嗎？ 

    □同意（請跳第 2 題）  □不同意（請跳第３題） 

  

 2. 為什麼同意強制規定穿著制服？（可複選）(請跳第 4 題) 

   □不必為穿著煩惱  □好看  □學生穿著較一致  □便於辨別身份   

   □有榮耀感   

  

 3. 為什麼不同意強制規定穿著制服？（可複選）  

   □不舒適  □不好看  □不能依個人喜好穿著   

   □須額外花費但畢業後卻不再穿著  □不想透露自己學生身分 

  

 4. 請問您上次在班上的名次？   

   □1~10 名  □11~20 名  □21~30 名  □31~40 名  □41~50 名 

  

 5. 學校不強制規定穿著制服，由學生自行穿著，會產生同儕間的比較心理。 

  （ex：衣服的價格、款式） □同意  □不同意  

  

 6. 學校應准許學生有自行設計制服或加入自我風格的權利。 

   □同意  □不同意 

  

 7. 女生夏季制服應以裙子為佳。 

   □同意  □不同意 

  

 8. 男女生制服款式應相同。（ex :統一是長褲 or 短褲） 

   □同意  □不同意 

  

 9. 會因他人不穿著制服、制服不合學校規定，認為他是壞學生或道德缺乏的人。 

   □同意  □不同意 

 

 再次感謝您撥空填寫。敬祝 中秋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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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以下將採取圖表呈現輔以文字說明的方式。 

  (以下圖表資料來源皆來自本次問卷結果) 

本次問卷受訪人：男生 213 人 女生 207 人。 

 

一、問卷樣本分析 

  

（一）單題分析 

 

１、男女性同不同意學校強制規定制服？ 

 

 

 

 

 

 

  

 

 

                          圖 1-2 

 

    由此數據得知，學生不分男女普遍皆同意校方規定穿著制服。而男女性對於

制服的制定，在同意與不同意兩方面，也分別有著不同的原因，待以下說明。 

 

２、男女性同意強制穿著制服之原因 

                                                                表 1-1 

 不必煩惱穿著 好看 學生穿著較一致 便於辨識身分 有榮耀感 

男性比率 33% 5.8% 31.3% 22.9% 7% 

女性比率 36.9% 6.3% 30.2% 22.4% 4.2% 

                                                                 

    此數據顯示男女認為不必煩惱穿著的比率分別是 33%、36.9%，好看的分別

是 5.8%、6.3%，認為穿著較一致的分別是 31.3%、30.2%，便於辨識身分的分別

是 22.9%、22.4%，而認為有榮耀感的比率則分別是 7%、4.2%。由此看出男女同

意的原因差距並不大。「對於制服的看法，有人強調制服的方便性、平等性、榮

譽感、歸屬感，以及歷史的傳承。」(註四)雖然各行各業有不同種類不同用途的

制服，但其制服的看法多屬一致、出入不大。 

  



制服是束縛嗎？－以臺中市立東山高中高中部二、三年級為例 
 

 
 

5 

3、男女性不同意之原因 

表 1-2 

  

不舒適 

 

不好看 

不能依個人

喜好穿著 

多花費而畢

業後不再穿

著 

不想透露自

己學生身分 

 

男性比率 

 

28.3% 

 

14.1% 

 

21.9% 

 

26.2% 

 

9.5% 

 

女性比率 

 

31.8% 

 

10% 

 

25.4% 

 

22.7% 

 

10.1% 

                                                              

  此數據顯示男女認為不舒適的比率分別是 28.3%、31.8%，不好看的比率分別

是 14.1%、10%，不能依個人喜好穿著的比率分別是 21.9%、25.4%，多花費而畢

業後不再穿著的比率分別是 26.2%、22.7%，不想透露自己學生身分的比率則是

9.5%及 10.1%。不舒適、不能依個人喜好穿著、多花費而畢業後不再穿著三項原

因不論男女皆有 20%，這應是學生不同意強制規定穿制服的主因。而由「襯衫材

質缺乏彈性，其實是不適合做動態活動的（線會斷掉）。」(註五)這句話顯示，

不舒適的確為學生帶來最大的困擾；再者，正值花樣年華的我們，總是希望能夠

依照自己的喜好穿著，但是「制服抹殺了我們對自己風格的找尋。而穿上制服，

就是放棄扮演個人的權利，變成由外界權威所決定。」(註六)因此，成了學生們

反對學校作法的次要因素；最後，花了錢但畢業後卻不再穿著的確也不符合經濟

效益。 

 

4、您是否同意若學校不強制規定穿著制服，由學生自行穿著，會產生同儕間的

比較心理？ （此題為男女合併討論） 

 

  由此可知多數認為若開放學生自由穿著，會造成

同儕間的比較心理。例如，講求品牌價格突顯自己的

品味優於他人；不在意外在穿著打扮的人，可能會遭

受同儕間的負面評價。我們推論此數據結果可能是校

方統一穿著制服以避免同儕衝突發生的原因之一。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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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因他人不穿著制服、制服不合學校規定，認為他是壞學生或道德缺乏的人。 

 

                                                                

 

 

 

 

 

 

 

 

 

 

 

 

 

（二）綜合分析 

 

１、「女性夏季制服應以裙子為佳」與「男女性制服款式應相同」 

                                                   

女性夏季制服應以裙子為主      表 1-3  男女性制服款式應相同       表 1-4 

                                

  此表顯示，對於「女性夏季制服應以裙子為主」，男性的同意人數相對於女

性高出許多，而支持「男女制服款式應該相同」的男性人數相同的低於女性。事

實上兩者問題統計結果背後意涵是相同的，「這些看似平常的服儀規定，卻有著

長久以來社會性別刻板印象的滲入。」(註九)一直以來，幾乎各個學校所訂定的

制服以女裙男褲為主，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卻潛移默化的影響至今。「性平法的

精神就是要尊重多元，學校不得因性別來規定穿著。」(註十)難道穿著裙子才有

女性的樣子嗎？在不知不覺中性別刻版印象已深入人心 。 

 

 

 

 

 同意 不同意 

男性人數 173 人 40 人 

女性人數 96 人 111 人 

 同意 不同意 

男性人數 68 人 145 人 

女性人數 121 人 86 人 

  數據顯示，同意此說法的比率為

13%，而不同意的則有 87%。我們認 

為，造成此結果是因為現代觀念的進 

步。在早期社會，似乎只有合乎規定

才能稱得上是好學生，「好學生的定義

十分狹隘，只容許符合標準的學生」

(註七)。而由此題數據結果得知，現

今學生的道德觀念並不同意以制服判

定一個人的道德。「這個『壞』、『道德

有問題』不都是從制服而來，而非是

真正地從人的品質而來？」(註八)才

是我們應該真正去思考的問題。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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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在校成績與「是否同意學校應准許學生有自行設計制服或加入自我風格 

   的權利」之關係。 

                                                               表 1-5 

 

    此表顯示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段考成績為 1~10 名的同學同意有自行設

計制服的權利之比例佔 89%，11~20 名佔 90% ，21~30 名佔 87% ，31~40 名佔 92%，

41~50 名佔 78%。觀念中，所謂成績頂尖的好學生不免被侷限於一定要遵從學校

的一切規定，彷彿只要有一絲的不合，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如此褊狹的觀點，

難道真的就是答案嗎？藉由此次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成績前 10 名同學

中，同意的比率反而高於成績後段同學的比率。 

 

参●結論 

   

  本研究核心目的主要為「現代高中生對於學校規定制服的看法」，經藉由問

卷分析以及多方文獻資料的參考，我們得以了解「制服」建立的目的在便於識別

身分，還有個人對所屬的團體所產生的歸屬及認同感，外國學者保羅˙福塞爾曾

說：「制服具有強烈的外型特色、社會意涵與歷史象徵」（註十一），雖然現代制

服相較於過去並沒有那麼普遍，但其從古至今所保留下來的意義卻是相同的。 

  儘管我們都了解穿著制服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但是對於現代講求言論自

由、行動自由的社會，學校與學生的觀點不免產生矛盾。「學校應該是讓學生自

主學習的學校環境、是社會意欲推廣性別平等的教育重心。因而應該有著先進、

具領導性的觀念才是」（註十二）站在校方的立場可能是為了方便管理、展現學

校特色、維護學校的學風；還有避免在學生間產生不必要的比較或是花太多心思

在自己的穿著打扮上，更重要的一點是希望學生們應全力學習自我約束及發揮同

儕相互的影響力。反觀學生的立場卻是期望能夠展現自我的風格、突顯個人的特

色。由本次研究顯示大多數的學生都認同學校應准許學生有自行設計制服的權

利，學生可以因此展現自己不同於他人的創意，且對於不穿制服或不符學校規定

的學生就是道德缺乏的壞學生，這點無法苟同的人更佔大多數。所謂的道德缺乏

並不能只憑是否完全恪守學校校規來判定，「每個人都必須穿制服，但同時又必

須拒絕穿制服，以免自己珍貴的獨特個性遭到抹殺」（註十三），如此說來學校狹

隘的想法，又該如何幫助學生找出屬於自己特有的長處？ 

 同意總人數

(人) 

不同意總人數

(人) 

同意比例（％） 不同意比例（％） 

1~10 名 110 14 89% 11% 

11~20 名 98 13 90% 10% 

21~30 名 95 14 87% 13% 

31~40 名 45 4 92% 8% 

41~50 名 21 6 78% 22% 



制服是束縛嗎？－以臺中市立東山高中高中部二、三年級為例 
 

 
 

8 

  今日同樣是學生的我們，對於學校制定穿著校服的諸多規定必然有校方立意

之處，但學生不全然的認同也是無可避免的。身處在學校這般大家庭中，無法一

味的否決一切規矩，縱使有再多的意見與批判，我們依然必須去探索其背後所隱

含的意義。其實會發現學校的考量是想給予我們一個安全有秩序的環境，但在校

方執行當中必定軟硬兼施使用一些手腕來管理。我們可以有適當、理性的反映，

透過正常的管道表達學生意見，不能過度膨脹自己的權利，許多爭議是必須經過

多方討論以及理性思考才能決定結果。所謂的「民主社會」不正是如此嗎？ 

  綜觀以上，列出以下幾點： 

1. 基本上大多數學生不管男女皆不同意學校強制規定穿著制服。 

2. 成績好的學生佔同意自行設計制服的比例為最高。 

3. 我們從此研究得知校方制定穿著制服的規定其實避免掉了不少問題，例如同 

 儕比較心理等等。 

4. 從「女裙男褲」的規定中我們也可得知，其實從前存在的刻板印象到現在還 

  是稍稍的在影響著我們的社會。 

5. 雖然學生和校方的看法有所出入，但目前我們應該做的還是遵從學校的規定， 

  至於有意見的部份也應找適當的管道，理性地與校方溝通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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