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緊繫職業角色的標籤 何時能真正「下班」? 

【陳薏如、湛有慈、蘇家儀、楊晴雯、林琮穎、郭珼華／綜合報導】 
 

  每年 6月份鳳凰花開的時節，同時也是各學校的畢業季，成千上萬的大學生

們湧入職場，找尋理想中的工作機會，順利進入職場後，除了要承受來自上司的

壓力、同事間的競爭，還需要面對社會大眾對這份職業的觀感與期待，究竟這些

無形的規範為何存在？對於不同的從業人員，大眾總有各種印象，有的較為嚴

謹、有的親切活潑。而踏入了特定的職場後，人們會因此受到他人期待，或開始

自我要求嗎？本篇報導透過警察及老師這兩個職業進行介紹。 

 

什麼是「角色期待」？ 

 

  社會學家沙賓（T.R.Sarbin）對於角色期待的定義是擔任某一職位者被期待

的行動或特質，主要是使角色行使者明白其權利與義務，且任何角色皆會涉及一

套行為模式，故在行使角色時必有某一類型的行動相伴發生。也就是人們會預期

某一角色在某種場合大概會有何種行為表現，以何種方式來表現。以傳統社會的

觀點來看，所謂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即屬於為人熟知的印象。 

 

公私領域的專業形象 

 

  在各種職業中，警察身為執法人員，代表了正義凜然的形象，而老師站在教

育的第一線，代表專業且莊重的形象，他們所有對外的言行，經常受到媒體、社

會大眾以放大鏡來檢視。 

 

  2014 年十一月，台北市信義分局鄭姓員警因上夜店慶生，而被媒體報導有

損形象，內政部長陳威仁對此表示，目前雖未規定禁止警察上夜店，但外界對此

確實觀感不佳，也會引發外界對警察風紀的疑慮；2015年八月，南投魚池鄉的

國中錄取了一位兼職女模特兒，擔任英文科全職代理老師，但就任前，被學生家

長發現她曾在臉書粉絲團張貼清涼性感照，並在發文中出現不雅文字，因而遭到

校方認定「不適任」而不予聘僱，網友對此反應兩極。特定的的職業形象，若從

公領域拓展至私領域，是否會成為警察卸下制服、教師離開校園後，無形的道德

束縛？ 

 

右肩披體面制服 左肩扛沉重期待 

 

  對於所作所為容易受到社會放大檢視，新北市永和分局李姓員警認為，即便

卸下了制服，卻仍背負著警察形象的包袱，許多時候為了避免鬧上新聞，造成社



會觀感不佳，有些事只能默默接受。他舉例，員警下班後與民眾發生交通事故，

對方若知道自己身分為警察，很容易獅子大開口的要求賠償，因此通常只能無奈

承受，避免事情在各大媒體曝光，有損警察顏面。 

 

  對於警察形象，臺灣師大物理系蔡姓學生也表示，一般人在家中小賭是可接

受的，但警察下班後仍需肩負他們應有的形象，因此警察儘管法律並未禁止與親

友打牌小賭，但若被外界發現此行為，會對警察的印象略打折扣。 

 

  民眾頻繁檢舉警員行為，也是警察的壓力來源之一，儘管為不得已的特殊情

況，也經常讓警察行事上有所顧忌，對此李姓員警表示，曾被排到大夜班，下班

時間為早上六點，必須強忍飢餓，用意志力與飢餓感抗衡，因為擔心穿著制服買

早餐，民眾會觀感不佳。 

 

老師，請你跟我這樣做 

 

  自古以來，老師即扮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是受人尊敬的知識掌握

者，不過隨著時代的轉變，社會大眾也開始用不一樣的標準檢視老師，以前面提

到過事件，報紙上經常刊出各類關於老師行為的報導，如：「國中老師口出惡言

羞辱學生」、「教師在公眾場所說話夾雜不雅用語及粗俗詞彙」、「PO 清涼照遭批

損師道 」，究竟社會大眾對老師的既定印象，跟認為老師該有怎樣的衣著言行及

怎樣的形象呢？ 

 

  1111 人力銀行在 2002 年公布了「社會大眾對教師職務觀感」的調查，超過

八成受訪者表示希望當老師，原因是工作環境優良、福利制度佳，約七成的受訪

者覺得教師工作壓力較民間企業為低。台南市東光國小的陳老師即表示會經常聽

到有人說，當老師很好、很輕鬆，能放寒暑假之外，還有薪水可以領。 

 

  任職於北市某國中的林主任認為老師應該具備的形象是要認真，並且願意主

動為學生付出，然後如果是在學校上課，老師穿著太過隨便會造成觀感不佳，應

以穿著整齊乾淨為主。北市某國中的高老師另外指出，因為學生仍處於學習與模

仿的階段，所以不論男女，老師只要穿著清涼、隨便皆是不合宜的，周遭親友則

認為當老師的要懂很多、要有洞察他人的能力，並需要富有耐心。北市就讀大學

的黎同學認為，國中老師應該要穿襯衫或其他較為正式的服裝，圖案不宜太過花

俏。 

 

盼對於各行業能更有同理心 

 

  社會對於這兩個職業存在著不同的印象及認知，警察不管是否在值勤，一舉



一動都容易被特別放大檢視；老師除了會被認為衣著需襯托專業形象外，日常生

活的舉止也會影響外界觀感。對此，李姓員警說，警察也是人，希望大眾能給予

更多彈性與包容，或許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誤會產生；陳姓老師也指出，大眾不應

該單用工作的角色，限制了個人在社會中的其他角色，只要在工作崗位做好該做

的事，其餘下班時間應該可以回歸自己的生活。 

 

整體而言，不管從事哪種行業，都有屬於其有形及無形的規範，特別像是老

師、警察這類道德規範較高、社會期許也較多的職業，不管是在工作或下了班，

都希望得到基本的尊重，以及自由的生活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