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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以高中職學生對制服意象之探討為主題，研究學生對 於制服樣式的喜愛與不喜愛之認知。本研究第一部份以服裝

史的 探討來瞭解女性服裝史的演變，透析服裝造形的意義。進而探討 服裝心理與服裝社會學，深究服裝在不同時候所扮

演的角色。第 二部份以問卷調查法，從學生端探討對服裝屬性的重視程度，並 篩選10 款制服樣式及10 組意象形容詞，

以SD 法調查制服樣式 的意象感覺及偏好；及以款式為問卷的主軸。第三部份以SPSS 的統計軟體整理資料，統計受訪者對

學校制服樣式之意象感覺； 第四部份，是透過文獻的探討與統計資料分析，對學校制服的樣 式做深入研究。 　　此次的

調查是選取高雄市、台北市高中職，以方便取樣，共 回收了200 份有效問卷，調查學生對學校制服穿著意象，調查結 果發

現，流行元素的不同，對制服樣式選擇的意象也有不同。研 究結果可以得知，在喜歡的意象感覺中，最多人喜歡的是制服

樣 式為海軍領的造型，給人活潑，可愛有朝氣的感覺，制服之色彩 為粉紅色系及天空藍色系，色彩柔和給人親切容易親

近的感覺； 以制服樣式意象感覺多為氣質、活潑、可愛、自信的接受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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