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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imag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iform, which analyses the

cognition of whether students like the forms of their uniforms or not.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fash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history of fashion and to analyze the meaning of the clothing design. Furthermore, this part is

also to discuss the fashion and society psychologies, which are deeply made the study of roles that clothing has been playing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second part 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hich discusses how much students care about the clothing

property. We took styles as the main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sed the 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SD, to investigate the

imaginative feelings and preferences of students for their uniforms by sifting ten kinds of the uniforms and ten adjectives of the

image.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SPSS, the third part is to sort data and to compile how the survey

candidates feel about the image of the school uniforms. The fourth part is to research on the forms of the school uniforms via

discussing documents and analyzing statistical data. 　　　　We sampled data from the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Kaohsiung and Taipei cities. We totally received two hundred pieces of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the imag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iform. As a result, we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fashion elements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mage for students to

choose their uniforms. In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preference of students’ image to the uniforms, the styles of their favorite

uniforms are the navy collars which are optimistic and active. Pink color and sky blue color styles can make them feel more

approachable and affectionate. The image of grace, brightness, cuteness and confidence are the most acceptable ones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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