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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因制服解禁所帶來的爭議日益擴散，更有校園執法者為了這個議題，

發表了自己的論點，認為穿學校制服是一種間接保護弱勢學生的方法，覺得不應

該實施制服解禁，也會有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同學穿名牌去學校，與那些經濟狀

況較差的同學穿的衣服有較大的區別，進而讓同學之間有所比較，產生偏差的價

值觀。但爭議僅止於此嗎?學生端又有何看法。因此，身為學生的我們更是感同

身受，對此議題有高度興趣，為本研究之動機。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制服解禁 

（二）探討制服解禁所帶來的爭議 

（三）探討制服解禁所帶來的校園管理問題 

（四）利用問卷分析學生對制服解禁的看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調查法 

參考相關此議題內容的書報雜誌、公開發表的資料來深入研究，使此論文

內容有不同面向的討論空間 

（二）問卷調查法 

使用問卷調查來了解學生們對於制服解禁的意見、看法等。 

 

 

四、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高中職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 

 

五、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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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認識制服解禁 

 

（一）制服解禁之前 

  

在制服解禁之前，也有過類似的事件，解除學生髮禁（圖二），當時是廢除

了男生必須留平頭；女生則以不得燙髮、髮長不超過後頸髮根為準，在當時也引

起了相當大的爭論，更何況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現在。 

 

 

 

 

 

 

             

            圖二：髮禁 

          資料來源：PC 個人新聞台 

 （二）制服解禁的起因 

 

今年 4 月開始，景美女中、北一女中（圖三）因為

受不了校方不合理的服儀規定（景美需穿白鞋白襪、北

一女不能穿運動服短褲進校門），開始發起了「制服解禁

運動」。｢2014 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整體的氣氛就是

翻轉與改變。」(劉揚銘 2016)。然而教育部於 2016/08/18

舉行記者會，由教育部次長蔡清華宣布高中職學生服裝

儀容原則。       

                                                          

（三）制服解禁 

 

105/08/18 教育部表示：學生可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制

服、運動服（圖四），以及學校認可的其他服裝（如班服、

社團服裝）；而學生於假日或寒暑假到校自習或參加課業

輔導、補考、重補修、補救教學以外的活動時，可穿便服，

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身分的證件，以供查驗。學校如統

一訂定換季時間，學生仍可 依個人對天氣冷、熱的感受，

選擇穿著長袖或短袖校服，學校應考量天氣變化及學生需

求，開放學生加穿保暖衣物。 

圖四：穿短褲進入校園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圖三：北一女中 

資料來源: 北一女校

友會 



制服 vs 制服-學生制服解禁對於學生制服的影響及看法 

 

 3  

 

表一：我國服儀、髮禁規定解禁的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制服解禁所帶來的爭議 

 

（一）支持制服解禁的原因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自由的年代，每個人都應該享受自由的權利，所以規定應

該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以及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而且

「學校是引導學生的地方而不是控制學生的地方」（李重志 2016），不應該限制

學生穿著自由的權利。 

 

（二）反對制服解禁的原因 

 

根據網路溫度計調查顯示，大眾對於制服的印象普遍都是整齊一致且較好 

管理，如果學生都不穿制服可能會造成無法辨識是否為學生，可能會讓不明人士

進入校園中，對學生不利。不穿制服也可能會讓弱勢學生被其他較有錢的學生譏

笑自己穿的衣服不是名牌的衣服。天下雜誌的朱家安則說：「在各種支持制服規

定的理由當中，有一種理由認為制服有助於增加學生對學校或班級的認同。」(朱家

安 2016) 

       

           表二：制服解禁的爭議點 

支持制服解禁的理由 反對制服解禁的理由 

1. 制服質料差又不好看。 1. 方便辨識學生。 

2. 服儀檢查浪費時間。 2. 保護弱勢學生。 

3. 制服的規定細節太多。 3.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打扮自己。 

4. 制服的價錢比便服還要貴。 

5. 不需要每天洗制服，可以與便

服搭配穿搭。 

4. 穿制服較易統一管理，各種形式的

制服學生。 

5. 穿制服可增進對學校的認同感。 

  

年代 政策 結果 

民國 76 年

1 月 20 日 

教育部的中學生髮式規定解除 

改由各校自行決定髮式標準 

改由各校自行

決定髮式標準 

民國 94 年

7 月 24 日 

教育部發函各公私立高中職各

校不得在校規中規範學生髮式 

仍然有許多學

校有髮禁 

民國105年

8 月 18 日 

教育部公布了新的高中職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學校不得處分

學生服裝問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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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探討制服解禁所帶來的校園管理問題 

 

（一）校園管理問題—安全 

 

在制服解禁後，可能會對校園管理造成許多困擾，例如：可能會有其他外校

人士在上課時間裝作學生進入校園，因此制服解禁後，校園管理問題變成一個非

常需要探討的議題。例如：「中山女高在校園安全方面，穿著便服的同學進校門

要出示學生證，對於這個規定中山女高的學生表示可以接受。」（服儀自由學生

陣線，2016） 

 

「中山女高的同學也表示：常看到外人點個頭就進來學校。讓她們認為，強

制穿著制服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安全。」（服儀自由學生陣線，2016） 

 

（二）校園管理問題—管理 

 

學校規定學生穿制服，除了管理方便、團隊精神及形塑認同感外，主要是希

望學生能夠將更多的時間花費在讀書上，而不是要讓學生都喪失美感的教育。所

以，對於制服的樣式，最好透過全校學生共同決定，因為學生有參與做決定的話，

學生方面就比較能接受。 

 

但是有些學校往往基於管理或秩序的理由，把服儀規定的太過詳細，更把服

儀規定與學習態度和學生的品格相關聯，但這並不是穿制服最核心的意涵。 

 

例如；高雄高商在服儀規定方面，在教育部宣布高中職學生服裝儀容原則後，

便與學生共同表決，決定了新的服儀規定，因應了教育部公布的新規則。 

 

高雄高商在與學生討論的過程中學校方面並沒有強硬地拒絕學生提出的意

見，學生方面也沒有仗著教育部新宣布的規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達到有效的溝

通，並且沒有產生衝突，反而拉近了學生與學校之間溝通的距離。 

 

四、問卷分析高雄地區學生對制服解禁的看法 

 

本小組設計「高雄地區學生對制服解禁的看法」學生意見調查問卷，進行問

卷調查。發出份數：234 份，回收 234 份，有效問卷：234 份（占 100%）無

效問卷：0 份（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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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基本資料分析 

性別 年級 

男性 女性 高一 高二 高三 

26.9% 73.1% 20.5% 66.2% 13.2% 

 

 

圖五：制服解禁後是否有穿著過便服上學 

 

 

圖六：學生是否贊成制服解禁 

22% 

78% 

（一）制服解禁後您是否有穿著

過便服上學? 

是 否 

44% 

56% 

（二）請問您是否贊成制服解禁? 

是 否 

根據圖（五）調查結果顯示，

制服解禁後有 78.2%的學生

並無穿著過便服去學校上

課，有 21.8%的學生有穿著過

便服去學校上課，有此調查

可知，大部分的學生在制服

解禁後仍然穿著制服至學校

上課。 

根據圖（六）調查結果顯

示，有 55.6%的學生不贊成

制服解禁，有 44.4%的學生

贊成制服解禁，有此調查可

知，大部分的學生並不贊同

制服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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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學生們贊成制服解禁的原因 

 

 

圖八：學生們不贊成制服解禁的原因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制服

不好

看 

制服

價格

太貴 

制服

材質

不佳 

想要

有自

由穿

著的

權利 

制服

規定

太多

且太

細 

其他 

欄1 22.90%21.90%28.60%68.60%80.00% 2.90%

（三）為何贊成制服解禁（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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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何不贊成制服解禁（複選

題） 

根據圖（七）調查結果顯示，

贊成制服解禁的學生中有 80%

的學生都認為制服規定太多且

太細，有 68.60%的學生想要有

自由穿著的權利，有 28.60%的

學生認為制服材質不佳，有

21.90%的學生認為制服價格太

貴，有 22.90%的學生認為制服

不好看，有 2.90%的學生有其他

想法。 

根據圖（八）調查結果顯示，

不贊成制服解禁的學生中有

81.30%的學生都認為制服不解

禁較好管控校園出入人士，有

76.30%的學生不希望花太多時

間在穿著搭配上所以不希望解

禁，有 55%的學生認為穿著制

服可以培養對學校的認同感，

有 50%的學生認為制服不解禁

可以保護弱勢學生，有 20%的

學生認為制服好看所以不想解

禁，有 3.10%的學生有其他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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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制服解禁之前學校規定滿意度 

 

 

圖十：制服解禁之後學校規定滿意度 

 

 

圖十一：是否希望學校能夠放寬有關服儀的規定 

7% 

21% 

51% 

15% 
6% 

（五）對制服解禁之前 

學校制服規定的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0% 

26% 

47% 

12% 
5% 

（六）對學校現在制服規定的滿

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3% 

17% 

（七）是否希望學校能夠再放寬

有關服儀的規定 

是 否 

根據圖（九）調查結果顯示， 

學生對制服解禁之前學校制

服規定的滿意度，非常滿意

占比例 7%，滿意的占比例

21%，普通的占比例 51%，不

滿意的占比例 15%，非常不

滿意的占 6%，有此可知在制

服解禁之前對學校制服的規

定都並沒有太滿意。 

根據圖（十）調查結果顯示， 

制服解禁之後學校規定滿意

度，非常滿意的占比例 10%，

滿意的占比例 26%，普通的占

比例 47%，不滿意的占比例

12%，非常不滿意的占比例

5%，有此可知在制服解禁之後

對學校制服的規定還是並沒

有太滿意。 

 

根據圖（十一）調查結果顯示， 

是否希望學校能夠放寬有關服

儀的規定有 82.9%的學生希望

可以再放寬更多，有 17.1%的

學生則不希望繼續放寬，有此

可知大部分的學生還是希望學

校在服儀方面再放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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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而知，目前的學生還是不太贊成制服解禁，贊成制服解禁

的同學大部分都認為制服的規定太多且太細與想要擁有自由的穿著權利，才會贊

成制服解禁。然而，不贊成制服解禁的同學大部分認為制服不解禁會較好管控校

園出入人士與認為制服解禁會浪費太多時間在穿衣搭配上和認為穿制服可以培

養對學校的認同感，才會不贊成制服解禁。 

 

雖然制服解禁為學生帶了一些好處，例如：可以享受自由穿搭的權利，但是

也會因為沒有穿著制服而衍生出管理問題與校園安全的問題，不過如果學校能與

學生們共同討論制服與管理的問題，並且訂定新的規則，學生必定會更認同此規

則，改變了舊有的規則，並沒有因此而失去維護學生因有的基本秩序的能力，反

而因為是與學生討論之後做出的規定，學生更能認同學校的規定進而遵守。 

 

二、建議 

 

從問卷調查的結果可得知學生對於制服解禁之前學校的規定並沒有太滿意，

在制服解禁之後仍然對學校的制服規定不太滿意，也可得知學生非常希望學校可

以再將制服的規定更放寬，但是為了避免因制服解禁而有不明人士進入學校，學

校應先從校園出入人士規定進行修改，再將制服的規定進行調整。 

 

 

三、研究後續建議 

 

本問卷調查缺點是問卷調查對象偏向高雄地區高中職二年級的女學生，如以

後需要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調查，會盡量平均各年級的比例與男女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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