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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农场志愿者体悟“生命”

案例3 支教西藏提升幸福指数

2010 年大学毕业的郑祥军
也是通过“间隔年”体验了国外
的生活状态，让自己对生活有了
新的认识。2010 年夏天，郑祥军
找到了在美国密尔沃基一家有机
农场做志愿者的工作，每天在农
场工作两个小时，交换住宿和
餐食。

“一次，农场主带我到另一
家农场做客，我们就在那家农场
的房屋前喝啤酒、聊天。我得知
那家农场的男主人有两个患有

先天性疾病的女儿，她们都可能
活不到成年。男主人了解到自
己的大女儿特别喜欢骑马后，就
辞去了芝加哥投行的工作，举家
搬到了这家农场。”郑祥军说，

“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父母遇到这
种情况，可能就会拼命去挣钱，
努力为孩子治病，而不会有多少
陪孩子的时间。‘间隔年’的经历
让我体会到了美国人对待生命
的态度，这种经历会影响我以后
的工作和生活。”

“间隔年”的形式也是多样
的，并不一定要出国，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中
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钟杰就在研
二参加了国家西部计划，休学到
西藏林芝支教一年，他很珍惜这

不是为了生存而工作的机会。
“与国内大城市相比，林芝的生
活节奏要慢很多，很悠闲，人们
的幸福感也比较高。以前我总
认为只有事业成功才会幸福，这
段经历改变了我的看法。”

“流浪”之余
更要理智

●陈宇欣，上海财经大学
毕业生，《我就是想停下来，看
看这个世界》作者

我建议有“间隔年”打算的
大学生一定要理智、谨慎。首
先要认识到“间隔年”不是走出
去就一了百了，你还是要回来
的，所以不要为逃避而逃避。
要和父母做好沟通，在体验之
余也要关心自己身边的人，要
有责任感。对于一些国外旅行
经验不够丰富的人则要更加小
心谨慎，考虑周全。现在“间隔
年”的概念挺火的，听起来很

炫，这个概念本身很好，但也要
注意引导。“年轻人就要去流
浪”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冲动之
余更要理智。

“间隔年”不为挣钱
●郑祥军，南开大学毕业生

对于国外很多国家的大学
生来讲，“间隔年”可以选择的
国家相对比较多，但对大陆的
学 生 目 前 只 有 新 西 兰 提 供

“working holiday visa”，时间为
一年，每年也有限额。我觉得
对大陆学生来讲，新西兰是个
不错的选择，他们也有着纯英
文的环境。但出去前一定要做
好功课，比如有哪些安全问题

需要注意。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国内大学生去国外度过“间
隔年”时一定要注意随之而来
的法律风险，比如打工是否
合法，雇主克扣工资怎么办
等等，如果你的签证有不良
记录的话，对以后出国是有
很大影响的。此外，我建议
大学生“间隔年”还是要以体
验 为 主 ，不 可 执 着 于 挣 钱 。
据我了解，澳大利亚打工的
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16 澳元，
在新西兰每小时的薪酬也比
国内普通白领多，有些亚洲
国家的学生去那边就为打工
挣钱。如果以挣钱为主要目
的，我想“间隔年”的意义就会
大打折扣了。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

“间隔年”在国外大学中并
不新鲜，尤其是大学期间的“间
隔年”。近年来，“间隔年”在国
外，有向高中下移的趋势，一些
高中学生也感觉自己多年的学
习压力太大，对社会的了解太
缺乏，因此，想在开始大学生活
之前，休整一段时间，游历社
会。这是为上大学做出的另一
种准备。而与国外大中学校相
比，我国学生想拥有“间隔年”，
还缺不少条件。

首先，我们的学校没有完
全学分制支持。美国大学普遍
实行完全学分制，学生修完相

应的学分即可毕业，学习没有
严格的学年限制，学生可以自
由地选择课程和学习的时间。
我国大学虽然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就宣称实行学分制（弹
性学制），但其实还是实行学年
管理，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身
体情况不适合继续求学），学生
很难顺利办理休学。

至于我们高中毕业之后的
“间隔”，可能就更难了。美国
的大学会给学生预留学位，让
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游历社
会，据报道，包括哈佛、普林斯
顿等名校，推出支持本科新生
延迟入学的政策，鼓励学生先

“休学”一年游历社会，我国的

大学会如此吗？学生们参加高
考被录取，是要按时去报到注
册的，报到注册之后没有特殊原
因，是不允许马上休学的。另
外，最近我国社会还在讨论基础
教育缩短学制的问题，认为高中
三年、初中三年对于学生们太长
了，不利于早出人才，在这种情
况下，学生们居然还要“玩一
年”，这不是浪费光阴吗？

其次，家长也很难支持学
生为游历社会而作出的“休学”
选择，大多会认为孩子不务正
业，且担心这一年在社会上“游
荡”会耽误孩子的前程。
D06-D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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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生想有“间隔年”还缺不少条件

（上接D06版）

“间隔年”并非一定要出国，支教也是不少大学毕业生的选择。
新京报记者 韩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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