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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服儀解禁－撕掉制服底下的性別標籤

學生服儀在臺灣教育史的位置，正從過去的兩
端行為者：管理、監督端，跟受約束與承載校譽榮耀
的學生端之間，慢慢逐漸回到學生主體以及服儀自身
目的的討論。服儀作為管理與教育工具的一環，以前
常被以群體規範、校譽等之名，進行對學生從肉體到
外在、從頭到腳的整體身體管理規訓，多數也與懲
罰、污名相行。近來，服儀雖已解禁，教育部也不斷
呼籲服儀議題，要以「學生學習權」取代「國家教育
權」的行使途徑，來實踐「學生是教育的主體」的價
值，然而依舊有學校持續嚴格管教，甚至繞道處罰的
多起案例。

　
本期服儀專題緣起於數次由多個公民團體、北

高兩地學生共同串連，舉辦呼籲落實服儀實質解禁的
記者會。出聲行動一方面呈現學校尚未全面鬆綁使用
服儀當作管理與規範的教育工具的現象，同時由學生
們自主發聲說明服儀之於他們 / 她們的意義。因而，
本專題邀請參與這些行動的學生，包括葉子寧、林廷
翰、蘇廷瑋從學生角度來呈現他們 / 她們所經歷的服
儀管理在學習過程中的經驗與定位，同時請關心本議
題的志工許媛婷撰述、江沁璦訪談多元教育家長協會
鄭斐文理事，以及陳韻如作為家長與教育者，說明服
儀對於學生發展主體性與學習自我表達的重要意義。
服儀並非單純只是校規中的衣著管理的一部分，它在
教育現場有多重的參與者，也承載多重不同面向的意
義，本專題的規劃是希望導入教育現場不同行動者的
聲音，讓它們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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