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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深入当地游历欧洲

间隔年（Gap Year）
概念起源于上世纪的欧美，大约于2009年在我国兴起，现在则已成为一个很受关

注的时髦概念，且含义广泛，主要指学生在高中毕业、上大学期间或大学毕业后通过
打工旅行、志愿服务、公益创业等形式来体验生活，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国内目前以
大学毕业生居多。

2010 年夏天，即将大学毕
业的陈宇欣像很多大学毕业生
一样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该怎
样选择以后的道路。“我是学
财务专业的，但更偏向于做市
场。毕业后如果找金融类岗
位，可能会有高薪，但自己不
喜欢。做市场又怕没经验做
不 好 ，父 母 也 不 支 持 。 因 此
我非常纠结。”陈宇欣说，她
就是带着这种“得不到解决”
的 问 题 ，决 定 到 国 外 不 同 地
方生活一段时间，就这样，大
学 刚 毕 业 的她开启了自己的

“间隔年”。
“其实，在 08、09 年时我就

产生了这种想法，但国外工作
比较难找，毕竟我不想让父母
为自己买单。”陈宇欣回忆，她
给很多国家的公司都投了简
历，当时并不在乎去哪儿，最后
芬兰的一家公司给了她一个不
是特别正式的职位，她就以芬
兰为大本营，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体验当地的生活，并游历了

一些欧洲国家。
“我觉得‘间隔年’不是纯

粹的旅行，而是要深入到当地
人 的 生 活 中 ，与 他 们 进 行 交
流。”陈宇欣说，回国之后，陈宇
欣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市场
类的工作，她还依据自己的“间
隔年”经历写了一本书《我就是
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很
多大学毕业生都会以为自己学
了多少年的专业，以后就要做这
个了，殊不知大学毕业后人生才
刚刚开始。如果工作之后再做
改变，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其实，‘间隔年’在国外大
学中并不新鲜，尤其是大学期
间的‘间隔年’。”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对于
一直生活在校园中的学生来
说，‘间隔年’确实是暂时抛开
书本，走进社会，了解社会，也
进一步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做
好下一步人生规划的好时机。”

又到了大学毕业季，大部分学生已经为自己找好了出路，
读书或者工作。但也有少数学生“两者皆可抛”，筹划着给自己一
个“间隔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与国外
大中学校相比，我国学生想拥有‘间隔年’，还缺不少外部条
件，但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为自己做出选择。”

间隔年 在校园与社会间完成自我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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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年期间，选择在国外农场做志愿者，可以深入体验当地的农家生活。 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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