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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Likert Scale, is designed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uniform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research will analyz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preference of uniform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niform design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us, this research can be

applied as the reference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uniform designs. Here are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Speaking of students’ recognition for the uniform, most students tend to hold negative attitudes. Moreover, the disrecognition

grows as they turn into the higher grade. Therefore, the designs of nowaday uniforms need to be adjust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udents. When it comes to choosing the uniform, students’ priority is styles and colors, which reflects that teenagers want to

wear clothing with more self-characteristics and beauty. The research also discovers that, female students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y should tuck the shirt in – because they want to move more freely. Furthermore, female students are more

positive than male students when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bout uniforms in the questionaire. When design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iforms in the future, the designer can use the favored uniform styles in the questionaire as the preliminary model. And

once students’ viewpoints and creativities are adopted, the uniforms can get more recognition from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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