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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由於受到市場化意識型態的影響與長期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再加上為了維持高等教育的水

準，不僅高等教育所需經費節節攀升，調高高等教育學費的舉措也蠢蠢欲動。雖然，我國高等

教育的學費和鄰近國家比較起來，還是相對低廉的。可是，我國國民所得和鄰近國家比較，也

是偏低的。因此，目前的大學學費，實際上，已經成為家庭一筆負擔相當重的支出。此一問題

如果不思解決，而任其惡化的話，恐怕不久的將來，臺灣的高等教育將成為權貴階級的裝飾品，

以及非權貴階級的奢侈品。政府為了解決上述諸問題乃訂定大學就學貸款政策，協助部分家庭

解決因為經濟因素導致難以就讀大學的困境。然而，大學學貸政策的成敗功過，卻是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 

本期主題為「學貸讀大學」，收錄五篇來自大學教授、專家學者及研究生的深刻評論，分

別從國外的政策法令制度，學術理論派別，國內的制度措施，行政經驗，以及自身的體驗，深

入討論大學學貸的問題。就國外的評析討論而言，除了深入剖析討論國外的法令與政策制度之

外，也提出對國內的啟示與建議。就理論派別的論述探究而言，除了就各理論派別的社會公平

主張進行析論之外，更以之檢視國內大學學貸之社會公平的問題，最後提出就社會公平正義的

立論主張中，較為適切的大學學貸的政策規畫。就國內現行大學學貸制度與親身經驗而言，更

提出了深刻的針砭之見和具體建議。相信對我國大學學貸的未來走向，一定可以產生明顯程度

的影響與貢獻。 

在自由評論方面，本期刊登二十四篇頗具深度與廣度、論述與探析的優秀作品。探討的主

題從寫作教學、教學效能、教學技能與教學理論、學習理論，到專業社群與專業成長、師資培

育、教師領導，再到學生創業、校長領導；更推而至十二年國教政策、課程理論與政策、技職

教育、實驗教育、社區與學校關係。探討的主題相當廣泛，論述的主軸十分多元，探析的角度

有從實務觀察出發者，有從行政經驗分享者，有從學理基礎起始者。這些都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可讀性、與交流性。也都值得閱讀與參考。值此刊行之際，謹綴數語，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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