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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一定要穿

嗎？



關於制服

•
 

制服一詞源自英文的Uniform ，Uni代表統
 一，Form代表形式。

•
 

我們現在所說的學生制服，應該稱為校
 服，是學校規定而非政府規定的統一樣式

 的學生服裝。校服最早起源於歐洲，學校
 為了規範管理學生而制定，通常校服上會
 有校名或校徽，學生穿著校服會影響到學
 校的形象，所以學校對於如何穿著也會有
 相關規定。



制服是必要的嗎？

•
 

從女中學生的短褲需求開始，延伸到「制
 服」的存在是否有其必要性，近期制服議
 題在網路社群掀起戰爭，大人提出的論點
 被年輕學子一一反駁，但穿著制服是否代
 表失自由、被控制？或許我們可以從不同
 的角度了解制服的代表意義，留給自己思
 考的空間：制服是否必要？



從社會學看制服

•
 

功能論
–

 
社會制度都可以找到功能解釋

–
 

服裝的功能：身分識別、彰顯地
 位、保護身體

•
 

衝突論
–

 
美學包含了層級的界定

–
 

服裝彰顯階級→誰有權決定制式
 服裝？

高雄女中夏季制服



•
 

符號互動理論
–

 
透過符號來鑑別

–
 

透過服裝來鑑別人的身分→
 制服＝學生

•
 

交換理論
–

 
社會資源的產生，得以進一

 步做社會交換
–

 
服裝也是一種社會資源，透

 過服裝被識別，產生身分的
 認知，進而有社會交換行為
莊敬高職夏季制服



社會學看服裝的功能

觀察
識別性別、年
齡等外型條件

描述
區別身分地位

解釋
透過服裝的特質
去分析個人特質

預測
預知喜好、需求

控制
利用服裝達到
控制思想或行為

師大附中夏季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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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的最終目的  是為了控制學生？



從教育看制服

•
 

由「他律」學習「自律」
 →遵守校規

–
 

正面意見：透過制服讓學
 生學習遵守規範，能夠有
 「自律」的能力。

–
 

負面意見：制服只是校規
 的一部分，這是「學生就
 是要聽話」的服從權威觀
 念，學校訂定校規的目的
 是以保障學生的權利為出
 發點，不是限制學生。

制
服
是
自
律
或
是
限
制

苗栗農工夏季制服



•
 

透過制服認識角色的意義與價值
 →學生

–
 

正面意見：醫生會穿醫師服、法官
 會穿法袍，所以學生也必須穿學生
 制服，穿制服也代表對學校和團體
 的認同。

–
 

反面意見：職業的制服有提供辨認
 與彰顯專業的重要性，但學生是否
 有這個必要？難道穿制服才能代表
 是有在念書考試？對於學校的認同
 不一定要透過制服，也可透過校

 徽、書包等。 學生是否如醫生般
 需要職業識別？



•
 

透過制服識別穿著者的社會角色→學生
–

 
正面意見：穿制服可以訓練學生怎麼穿衣服，

 以後工作不也要穿西裝嗎？因為學校是正式的
 場域，而制服是正式的服裝，所以學生該穿制
 服，而且制服是學校的傳統。

–
 

反面意見：並不是所有的職業都需要穿制服，
 「學生」這個身分是否有需要用服裝去識別的
 必要？難道那些沒有制服的學校就沒禮貌不正
 式嗎？



•
 

為了校園安全考量→本校
 的學生、外來人

–
 

正面意見：制服有助於區
 分本校學生或外來客，可
 以幫助校園安全管理。

–
 

反面意見：為何教師和行
 政人員不用穿制服？制服
 僅能區分學生而無法缺分
 成人，是否算是安全漏

 洞？
志平高中為慶祝45週年校

 慶，量身打造教師制服，
 但並未強制教師穿著



•
 

避免上學變成服裝競賽→比名牌、比暴露
–

 
正面意見：學生的價值觀還沒確立好，容易受

 同儕影響而追逐名牌或暴露身材，分散注意
 力，制服還可以保護弱勢不受歧視，不比較就

 沒有爭執。

–
 

反面意見：明星高中的學生依然愛漂亮，即使
 穿了制服也沒有抑止罷凌現象，有了制服仍能
 從手錶、手機等配件區分階級差異，學生有選
 擇自己喜愛、感到舒適的服裝的權力。



•
 

經濟考量
–

 
正面意見：一套制服穿三

 年，大大減少服裝開支，成
 年人都知道，髮型、服裝、
 配件、鞋子、化妝，其實每
 一樣都是要靠金錢去堆積

 的，而且幾乎是無上限的累
 積。

–
 

反面意見：制服壓抑了孩子
 展現獨立自主的權力，試圖
 將孩子塑型，而且真正的弱
 勢連制服都買不起。

新化高中夏季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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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制服是一種保守的、不合  乎現代需求的過氣產物？



制服「控」的憧憬
•

 
開玩笑一點說，所有制服

 控都認為百褶裙才是女高
 中生妄想的王道。

•
 

制服有它的迷人之處，可
 以「控」的不只是制服的
 一致性，更美的也許是制
 服的不一致性──明明大家
 都穿相同的衣服，仔細一

 看卻發現每個人都不太一
 樣，折袖子、改裙子、訂
 做褲子或穿不合規定的襪
 子。



制服是女孩的時尚配件

•
 

在日本，制服作工精
 美、質料佳，除了冬
 夏之分，搭配符合規
 定的背心、小外套可
 呈現不同風情，學生
 穿著制服的心情是開
 心愉悅的，有些學生
 會為了制服選學校。

廣島山陽高等學校



制服是學校認同的驕傲

•
 

英國校服的歷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16世紀前半，英國
 學校普遍對校服很重視，
 視為培養學生紀律意識和
 規範學生言行的策略，校
 服體現學校形象，多為正
 統西裝，貴族學校對於款
 式材質更加講究，制服賦
 予學生氣度，學生因制服
 感到驕傲。 英國知名的伊頓公學

 （Eton college）



制服是文化的象徵

•
 

制服也代表了一個國
 家的文化，如馬來西
 亞多為傳統的教會學
 校，女生制服袖長過
 手肘、裙長過膝蓋，
 非常保守；而作為一
 個宗教氣息濃厚的國
 家，不丹的制服充滿
 宗教特點。

不丹的學生制服



•
 

制服通常是威權時代的產物，
 泰國制服卻起源於皇室的一項
 德政，希望所有學生不分富貴
 貧賤專心學習，不要在穿著上
 比較高低。所以學生從踏進幼
 稚園的那一刻起到大學畢業

 前，全部都要穿制服。
•

 
泰國人把制服當成另一種身份

 或地位象徵，2008年學生制服
 條例第7條規定，無權穿著制服
 而冒充學生穿著制服，屬於違

 法行為，法院可處予罰款1000 
泰銖，或者監禁。

泰國清邁Lanna 
International School 



為何大學生不用穿制服

•
 

以前大學還是有穿制服的規定，在電視劇
 可以看到，在民初時代，大學生還穿藍色
 長袍，女學生也是藍色上衣黑裙，後來有
 些是改用中山裝，但又演化成穿西式的西
 裝當成大學服。

•
 

以前的大學很難考，可以穿上大學服是一
 件值得驕傲的事，另外還有軍訓課要換軍
 訓服的規定，但在教育部開放校服自由

 後，大專院校紛紛取消制服規定。



政大附中是全台唯一沒有制服的高中，在每年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舉
 辦「制服日」， 2015年的主題是復古，學生穿上民初的學生制服或軍

 服，展現早期的臺灣社會。



•
 

有些大學會規定學生在校園內要穿制服，
 但都是校方的個別規定，並非強制，全世
 界大學生仍需要穿制服的只剩四個國家，
 都在中南半島，除了泰國，還有柬埔寨、
 寮國及越南。

•
 

傳統不是一昧強制要求，曼谷大學現代應
 用藝術學院曾在Facebook上公布了「制服

 規定示意圖」，除了一般學生，亦加入了
 對應跨性別學生的特別規定。



曼谷大學「制服規定示意圖」



美國制服的成功與對立

•
 

主張自由精神的美
 國，除了教會學校和

 部分私立學校外，公
 立學校都不要求學生
 穿校服，學生可以自
 由決定買不買和穿不
 穿，我們看美國電影
 裡的高中生鮮少有制
 服。

美國電影中的學生鮮少穿制服，圖為
 《辣妹過招》電影劇照



•
 

知名影集《花邊教主（Gossip Girl）》內的美國高中生
 雖然有穿制服，但是建立在貴族高中的背景，而非公立學

 校，學生們也不是制式穿著，而是與便服混搭。

•
 

自由的美國也有制服的問題，2003年，臺灣立報報導了美
 國加州的制服衝突。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64488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64488


•
 

加州長灘聯合學區是美國第一個大範圍採用強制
 制服政策的學區，教育局長波拉奇克表示，在學
 生穿著制服之後，學校變成了教育工作場所，學
 生到學校時己經為成功著好裝，準備好要學習。

•
 

改善部分包括了更少的缺席、遲到、逃課，因為
 違反規定的行為而被轉介到辦公室的人變少，中
 輟或退學人降低，相對的成績提高，某些案例更
 顯著地提升了學習成就。



•
 

另一方面，由於要求制服的學校愈來愈多，類似
 的反對制服政策的家長也集結起來。他們質疑制
 服政策的合法性及合理性，更懷疑所謂穿制服的
 教育效果：「制服是為了灌輸服從及集體主義式
 思考，是法西斯主義一類的想法，他們要穩定且
 服從的學生，但卻對外聲稱是為了停止幫派和

 槍。制服政策觝觸了當前大部份服裝規定的主要
 原則──非正式和多元化。」

•
 

也曾有其他學區展開穿制服計畫，但學生的道德
 改善效果沒有預期的好，甚至有些穿制服的學校
 改善效果還不如沒穿制服的學校。



•
 

除了教育因素外，1990年代因為憧憬英國
 貴族學校，美國高中生曾掀起制服潮，但
 穿著制服的目的是散發高人一等的感覺，
 而非秩序或道德考量。

•
 

而到了近代，基於經濟因素，贊同制服的
 家長愈來愈多，因為他們認為讓孩子穿著
 制服可以省下一半的治裝費。



日本的制服矛盾

•
 

日本的校服在1873年出
 現，作為現代化的政策
 之一，受軍國主義影

 響，學校規定學生統一
 穿深藍色的立領服，即
 所謂的「結襟」。大正
 到昭和初期，開始對全

 國校服的穿著實施嚴格
 規制。



•
 

女生的水手服出現的較
 晚，在男性的結襟確立後

 才逐漸發展，是在西化後
 改造英國海軍制服而成。
 1941年，文部省規定全國
 中學以上的校服采用同一
 樣式，男生穿著象徵管理
 者的類軍裝（結襟），女
 生穿著代表士兵的水手

 服，凸顯出軍國主義和大
 男人主義的思想。戰後到
 近代，才逐漸演變成現在
 各有特色的制服樣式。



•
 

日本也有反對制服的
 聲音，比如說制服的
 規定違憲、因為作工
 精良所以校服昂貴孩
 必須乾洗、制服成為
 援交工具服、穿制服
 容易被癡漢騷擾等。

日本高校制服做工精良、價格不斐

圖為帝京八王子中學校制服



中國大陸的制服發展

•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
 後，最初沒有制服的相關

 規定，30～40年代旗袍當
 道、50～60年代較為隨

 意，多穿幹部服、列寧
 裝、棉大衣（上圖）。

•
 

60～70年代受到接二連三
 的社會運動影響，草綠色
 的舊軍裝是學生的主要色
 彩（下圖），直到80年代
 才逐漸有學生制服出現。



•
 

到了90年代開始，學生制
 服以運動服為主，穿著目
 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團隊
 精神、強化學校形象、增
 強集體榮譽感，國家教育
 部在1993年曾發送公文，
 要求加強中小學生的著

 裝。

•
 

近代因生活水平提高，各國資訊交流頻繁，制服出現新
 穎的元素，開始有學校比照外國學校推出西式的制服。



臺灣的制服發展

•
 

日治時期，初期臺灣
 人、日本人和原住民
 的學生都市川自己的
 衣服，1920年後臺灣
 開始有統一的學生制
 服，並逐漸與日本內
 地齊一，但因氣候差
 異而略有不同。

1939年全臺統一的中學制服上
 衣，左為男子制服，右為女子制服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生制服要求軍事
 化，強調舊資源的再利用，並逐漸演變為
 國防色（卡其色）。

•
 

戰後光復，男學生夏季是白色短上衣，深
 藍色短褲，冬季是卡其色長袖上衣與同色
 長褲；女學生夏季是白色短上衣與藍色褶
 裙，冬季是著卡其色上衣與藍長褲。



上圖：竹東高中60-70年代學生制服

右圖：卡其服第一品牌「太子龍」，
 主打耐磨、不縮水、不起縐而獲得家
 長喜愛



•
 

民國七十三年開放各
 校自行規劃校服，將
 校服決定權力下放至
 各級學校，大學大多
 都不再穿制服，高中
 職以下學校則保留制
 服規定，並設計屬於
 自己學校的制服。 2015年「台灣高校制服大賞」票選第

 一名：高苑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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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是否涉及性別歧視？



女孩一定要穿裙？

•
 

綜觀各國的學生制
 服，若是西式服裝，

 女孩大多都是穿裙
 子，而在臺灣，目前

 有高達七成的公私立
 國中要求女學生必須
 穿裙子才能進入學

 校，公私立高中職的
 比例更高，有將近九
 成的學校強制女學生
 必須穿裙子。



穿裙子是一種性別罷凌？

•
 

性別刻板印象的觀
 點：穿裙子是一種優

 雅，女孩子要有氣
 質。這種觀點忽略、

 而且否定個人具有獨
 特差異性的可能存

 在。
台中女中學生訴求短褲無罪。



女孩訴求：我們要穿短褲

•
 

2015年10月，台中女
 中朝會升旗時展開了

 一場爭取權益的行
 動，許多學生在操場

 脫下制服裙、露出穿
 在裡面的體育短褲，
 向學校爭取未來能夠
 「穿體育褲進出校

 門」。
台中女中很多學生響應穿短褲上學，

 一進校門就被教官登記違規。



•
 

2016年4月份，準總統
 蔡英文與女學生代表

 對談，北一女學生問
 台北市長柯文哲可以
 穿短褲，她們為什麼
 不行？蔡英文很阿莎
 力說「我支持你」。

北一女學生號召服儀革命，訴求開放穿
 運動短褲進出校門



法規說女孩不一定要穿裙子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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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校規定女生只能穿裙子、
 男生只能穿褲子，都違反性平法。

•
 

此外，學校也不得因學生對服裝儀容的個
 別選擇而處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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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制服和穿便服，  誰比較省錢？



制服經濟新聞

•
 

不穿制服的美國，有些家
 長希望藉由穿制服降低孩
 子的治裝費。

•
 

制服較為講究的國家，英
 國一套制服花費大約是

 200英鎊（約臺幣9,450 
元），另外日本的學生制

 服是純日本製的最高級成
 衣整套下來大約7～8萬日
 圓（約2萬臺幣）。

Sandbach High School



•
 

紐西蘭高中的制服花費大約是400紐幣（參考奧克蘭女子
 中學，約臺幣8,848元），私立學校的費用是公立的2倍

 半，有家長表示購買制服的花費讓他們困擾。
•

 
臺灣公立學校的高中制服一套約2～5000元，2015年新聞

 報導小學制服調漲，兩套要花4000多元讓家長哀哀叫。

奧克蘭女子中學



•
 

中國大陸地區，曾經
 運動服當道就是因為
 費用較低，只要買大
 號一點就可以讓孩子
 穿三年，家長不在乎
 體面，而在乎耐髒、
 耐穿、耐磨和便宜。
 所以在新式制服出現
 後，有許多家長因為
 經濟因素而反對。



制服經濟的兩派考量

•
 

贊成制服派：發育期
 可能買兩套穿一年，
 換便服孩子就會想打
 扮反而花錢。

•
 

贊成便服派：開學的
 時候買制服也是一大
 筆錢，讓孩子穿現有
 的便服不是比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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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不穿制服，  或許可以從下列觀點去探討



同儕比較

•
 

成人之間都會有比較，何況是青少年？

•
 

名牌和美麗，往往是比較的標的。

•
 

孩子會不會把父母給的零用錢、餐費省下
 來去買衣服，或是偷偷打工，乃至於用更
 不正當的手法去賺錢讓自己獲得名牌或打
 扮美麗？



•
 

日本的制服雖然美
 麗，但從小就過度追

 求美，導致幼稚園、
 小學就開始化妝打

 扮，崇拜時尚標的；
 而韓國社會同時存在
 著崇尚性感和反性感
 的對立，都是對於美
 麗/受歡迎的過度追求
 造成的社會問題。

韓國全州藝術高等學校制服



經濟考量

•
 

教育費用讓許多家長苦惱，如果再要求作
 工精良的制服，家長是否能夠負擔？

•
 

穿制服和穿便服，何者較為省錢？

•
 

父母能否有時間、有金錢去支援孩子打扮
 自己的外表？



美感教育

•
 

台灣的制服普遍印象就是版型醜、用料
 差、夏天穿很熱、冬天不保暖。

•
 

學校都不尊重制服，學生怎麼會認同？

•
 

是否更能在平等的出發點上，增進學生的
 美感和創造力以及個人的獨特性呢？



•
 

同樣屬於亞洲文化，由於香港曾經被英國
 殖民150多年，因此香港制服款式偏向西

 式，冬季校服亦與典型的英式校服十分相
 似。但香港制服色調繽紛，包括衣領形

 式、領結、腰帶等，在設計上各有特色，
 可以作為參考的目標。



顯理中學夏季制
 服

聖芳濟各書院 夏季

 制服
德貞女子中學夏

 季制服
庇理羅士女子中

 學夏季制服



性別平等

•
 

刻板印象中，女孩必
 須穿裙子，但這個觀
 念已不合乎時宜。

•
 

如奧斯卡、金馬獎等
 國際性典禮，女明星
 們除了別緻禮服，亦
 有俐落褲裝，可見女
 性不一定要穿裙子才
 顯得禮貌。

2015奧斯卡獎：梅莉史翠普



結語

•
 

想降低奢華便服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或相對
 剝奪感，應該透過美感與公民教育，而不
 是只透過一致的服裝掩蓋貧富不均的事

 實。
•

 
不因制服而處罰學生，不代表全面解除對

 學生的管理與教育，這反而可能代表我們
 開啟了另一道教育之門，讓學生有機會學
 習服裝的價值意義。

–
 

出自人渣文本



•
 

制服本身，以及人對制服的崇敬，一定有
 幾近愚蠢之處，一群人穿得一模一樣，令
 人聯想到北韓樣板戲。但換個角度思考，
 制服也有神奇的功能，能帶給我們安全

 感、尊嚴與信心。
•

 
脫下制服常常是一種解脫，但有時穿上制

 服也是一種激勵，可以隱藏身體缺陷，讓
 人專注在其專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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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不是目的，  是用來讓社會省思

批判制服不是為了全面廢棄，
而是為了更符合現代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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