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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貼上性別標籤的服裝規定 
                                                    編號：  3 

「陳士苹同學，請等等。」一早站在校門口迎接來上課的學生中，

又是眼前這位小女生。 

眼前這位留著和小男生一樣短頭髮的生理女同學停下腳步，回過頭

並不說話。 

教官接著說：「陳同學你又穿男生褲子來學校，教官已經告誡過你

了，校規規定女生不能穿男生校服，這是你入校前到現在一直就有

的校規，並不是今天才有的，妳不要又說妳不知道，你不要為難大

家吧。」 

陳：「教官、我知道，但是校規不合理不代表我們就必須遵守啊，

我就喜歡穿褲子，我穿女生裙子會抽筋、會不自在、會一整天都沒

精神、會情緒緊繃甚至無法上課，可是學校校服的樣式裡就沒有女

生的褲子、那我怎麼辦？」 

教官：「這不是我的問題，我的職責是執行學校的規定，勸導同學

遵守服裝儀容規定，若有屢勸不聽的，最後只能用處罰作手段

了！」 

陳：「好吧～那你記我警告吧，我沒辦法遵守這樣不自由的規

定。」 

教官：「我認爲你這樣是消極抵抗，妳對校規有意見應該循學生事

務會議程序反映，提出修訂校規案，若每位同學不遵守校規都有自

己的理由，那學校豈不是大亂了！」 

其實這已不是第一次，從教官認識這位小女生到現在，除了體育課

可以直接穿運動服裝到校不需要穿校服，只要是規定穿校服的日子

裡她沒有一天是穿裙子。唯一的一次大概是家政課，當天因為要舉

辦班級服裝走秀，她才換上了學校校服的裙子，但也只有那次、一

下課她立刻換回了帥氣的長褲。 

所以教官相信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是教官仍然嘗試著溝通，因

為就算他不管、其他的教官看到也會處罰，一直處罰下去，她麻木

不在乎了、那麼也失去教育的意義。 

於是當天的午休時間教官找來了陳士苹同學．他對她說：「如果今

天妳是我、面對妳這樣的學生、妳會怎麼做？」 

陳士苹：「教官你不要開玩笑了，我不會去當教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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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假設嘛，我們聊聊，如果妳是我，面對每次都不遵守服儀

規定的學生，但基於職業職責、又必須處理、不能視而不見，妳怎

麼辦？」 

「我會…」陳士苹沈默了一會：「說真的、我想不出怎麼辦。」 

教官：「對吧，妳也不知該怎麼辦，尤其職場上有上司，我的上司

就是主任、校長，當校長問我，『教官、那位同學怎麼不遵守服儀

規定？』，我是不是應該要回答說明。」 

士苹很認真地開始聽了。 

教官：「同樣的，我也想過如果我是妳、我會怎麼辦。」 

士苹眼睛都亮了起來，問：「真的？！教官你想過哦，那你怎麼

辦？」 

「我跟妳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哈哈哈！」教官很誠實。 

士苹也笑了出來，漸漸地、她已經不是原先剛到教官室時一張充滿

情緒的、自我防衛的表情。 

教官接著說：「這樣吧～妳想像一下我如果留著長長的飄逸金髮又

穿著裙子，還像不像教官！」 

「哈哈哈哈哈～」士苹笑的更大聲了。 

教官看氣氛和緩多了，於是接著說：「妳說妳穿裙子會渾身不對

勁，換個角度看，這樣是不是也等於是給『裙子』這樣的服裝貼上

了屬於女生的標籤？」 

「所以、如果說這樣是把服裝貼上性別標籤，那麼同樣的概念，為

什麼妳不能接受穿『裙子』而只能接受穿『褲子』？」 

「今天我們之所以認為裙裝就是女生該穿的，完全是受到社會傳統

的性別角色標籤的影響，其實和我們的生理性別並沒有關係，而且

其實古時候東西方的男裝很多都是長裙吧。」 

「所以『裙子』服裝的本身並沒有性別，而是看穿在誰身上，因為

男生女生不同的的生理身裁結構，所以才使得裙子應該女生穿才顯

得女性的標籤化了。」 

士苹開始聽得很專心，而且開始點頭。 

「看來我們有了共識，都同意不論男女都不應該以生理性別來排斥

另一種特定服裝，因為那樣也是貼標籤！」 

「既然我們有共識，這樣我們交換一下，剛剛我們都有說到如果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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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如果我是妳，我們都不知該怎麼辦對吧。」 

教官接著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我們互相來體驗一下，如果我可

以換上裙子上班一天而沒事的話，妳就試著穿一天裙子看看如

何？」 

教官接著說：「其實我今天找妳來、我並不想為校規辯護，也不是

要處分妳，我只想讓妳知道『裙子』不該被貼上女生性別的標籤，

當然、我可以理解妳的想法，說不定學校其實還有許多像妳這樣的

想法，男生不愛穿長褲、女生不愛穿裙子，所以我答應妳，這學期

的校規會議我會提出修訂案，主張不該強制學生的穿著，我們學生

的衣服讓我們學生自己做主。」 

士苹聽完、興奮地用幾乎是喊叫的聲音說：「哇靠～教官你太屌

了」 

「別急，條件還沒談妥，在這之前，只要你穿一次裙子而沒有什麼

狀況的話，在校規通過修訂之前，我仍然希望你能遵守學校的服裝

規定。遵守學校規定和性別角色，我覺得應該是可以不衝突的有一

個平衡點，學習尊重校規的程序，我覺得也是民主教育的素養，因

為我不希望你因為服裝規定這樣的事而一直被處份。」 

士苹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緩緩說：「但是教官、我也有一個

條件」 

教官看著她笑笑說：「好啊～妳有什麼條件都提出來沒問題，談判

本來就是雙方有你有我，互相提條件，然後在條件中雙方尋求妥協

的方案，妳儘管說、沒問題，只要是我做得到。」 

士苹接著說：「你穿裙子不能只穿一下給我看而已，要穿著上台講

話、穿著巡堂、穿著站校門口上放學，要確實的穿一天。因為我也

是穿著裙子一整天、而且同班同學啊老師啊來上課都看到我穿裙

子，我覺得這樣才公平。」 

教官大笑：「好啊～那有什麼問題，一言為定。」 

就這樣，這所學校歷史性的一刻到來，一位男教官在朝會禮堂上穿

著裙裝的「女性軍服」對學生講話並且宣布事情，也穿著裙裝軍服

巡堂，放學時更穿著裙裝軍服站在校門口，面對老師、學生、家長

驚訝張大了嘴的難以置信表情、指指點點，他完全沒有不自然，也

沒有多做說明，仍然一板一眼地執行各項勤務。 

而這位女學生也很守信用地履行承諾，穿了一天的裙子，也是沒有

任何不自然與不舒服，放學時她很興奮地跑來找這位教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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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教官～我發現穿裙子有個好處，很涼！」 

教官笑了出來：「妳這麼一說、我也覺得。」 

陳士苹接著說：「今天是我進到學校以來最興奮也最爽的一天了，

我居然一整天都沒打瞌睡，教官、我最後可不可以還有一個要

求。」 

教官：「好啊、說說看」 

陳開心地說：「我想換上男生長褲和穿裙子的你合照。」 

就這樣，一位穿著裙裝的男教官戴著金色假髮和一位穿著帥氣長褲

的女學生合影留下紀念，這張照片是 2006年。 

後來，教官也信守承諾在學校的期末校規會議提出校規修訂案，強

力主張學生服裝的自主性、甚至應該開放學生到校可以穿著便服，

雖然最後校規仍然規定到校一定要穿校服、不能穿著便服，但原本

規定的男生不能穿女生服裝、女生不能穿男生服裝等相關的性別文

字，全部刪除了！ 

遺憾的是，這位男教官後來也因為所謂「言行脫序、管教不當、不

符教官形象」的理由、被當時的教育局軍訓處做出了處份。 

這個故事發生在十五年前（2006年）、在那個還是學校傳統思維更

為封建的年代，校規和教官幾乎就是等號、也是不可抗的名詞，社

會大眾對高中校園的眼光更是保持在高度的所謂「傳統倫理道

德」，我們當時面對的那些被社會約定成俗的習慣和它所衍生出來

的規定，實際上就代表著那個時期大多數人們的觀感。 

而這些傳統的社會觀感限制了性別角色，同樣也限制了性別穿著，

尤其是在對性別角色看法的東方父權文化中，男性角色又更限縮了

對女性角色的扮演，當然也就剝奪了個人性別角色的自由。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服裝穿著規定的規範幾乎都和生

理需求無關、更無關倫理道德，台灣的三四五年級生、甚至六七八

年級生，卻是人人都經歷過這些服裝規定，就算是今天、都可能還

有。可是故事中的男教官和女學生，即便穿了一天的裙子，也沒怎

樣、活得好好。 

為什麼社會觀念會對男女的衣著性別如此重視？！男女的穿著為何

意義重大？！當我們因為做出不符合社會觀念的性別角色穿著時，

為什麼大家無法接受、甚至反應激烈、更投以離經叛道的眼光和評

語？！就如同故事中男教官和女學生穿了裙子一天後發現很涼，其

實夏天穿裙子很舒服很透氣，等於是在生理需求上來說，服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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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不應該考量性別的角色，為什麼我們還要要求這些學生遵守

生理性別傳統思維的人為規範呢？！ 

學生想不想、要不要、穿不穿裙子，正常來說應該是自由的選擇，

我們的校園服裝長期以來都受到傳統的男生女生思維的制服框架，

直到今天，多數的學校的校規仍然有服儀規定、也多存在著男生女

生的性別規範，很少學校開放給學生選擇在校自主穿衣的自由。 

事實證明，校園裡就算沒有了這些服裝規範，他們依然能活得很

好、甚至更有活力、更有精神。在我們過去年代的社會裡，許多校

規都是由人為的規則來決定服裝、甚至裙裝。而這些規則制定的過

程中，學生可以參與的程度又相對的不成比例，當我們教育學生要

遵守規定時，卻又不在乎訂定規則過程中的比例合理性、和是否真

正符合學生的需求。面對許多規定、學生都會問「為什麼」，在教

育學生思考的校園中、都需要一個可以讓多數學生接受和認同的理

由，即使不能接受、也要有選擇的自由。 

不愛穿裙子的女生、甚至是不愛穿褲子的男生，這位男教官在思考

如何說服女學生遵守服裝規定的同時，卻同時也說服了自己、服裝

不該有生理性別規範。 

維持校園生活秩序的校規，理應是為了讓校園的生活輕鬆祥和，讓

校園成為學生適性發展的場所，而不該因為性別角色而設下許多規

範約束。我確信、沒有了性別角色的刻板束縛，更多的學生可以更

自在地活出自我、找到自信，用正確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