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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李克特（Likert）五點量表的量化問卷為工具，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國中生對學校制服的重視程度，再以不同的

制服造型樣本，探討國中生對制服造型意象與偏好之間的差異，分析不同制服樣式與國中生感性知覺間的相關性，作為國

中生校服設計的參考資料。 從問卷資料分析中可發現：大部分學生並不認同現在的制服樣式，且會隨著年級增長，不認同

感更加增強。代表現在的制服樣式必須做適當的修改才能符合學生的要求。而款式和顏色是學生對制服最在乎的地方，反

映出青少年十分在意穿著，想要穿出自我的特色和美感。研究也發現，女學生特別在意上衣是否需內紮，因喜歡行動方便

不想將上衣內紮被拘束。而且女學生回答問卷分數比男生偏高，對問題的選擇較有變化性，對制服的看法比男生更積極。 

未來設計制服時，可將學生喜愛的制服樣式當作設計的依據，並開放參考學生的看法和創意，加入學校特色，讓制服更能

獲得學生的認同和喜愛。

關鍵詞 : 國中生、制服、意象、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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