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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主动延毕”需谨慎

“刷实习”“卷科研”“拼论文”的“内卷”时代，

却有一部分大学生“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各种方式，

选择“主动延毕”。近期，一张主动申请延毕的图片（见图 1）在各

大社交媒体平台流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讨论。

图 1 “主动延毕”（图源：小红书 APP）

在

为了保住应届生身份，国内部分大学生开始考虑“主动延毕”。准毕业生们为
了继续在学校里享受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便利的复习空间，通过“主动挂科”等
方式获得延毕资格，以此实现“主动延毕”，应对考研、考公与就业。大学生“主
动延毕”是上策吗？这一选择有何利弊？又应如何正确对待“主动延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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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毕业是针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定计划时间——按计划时间

毕业属正常毕业，而超过计划时间、但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毕业

则属于延期毕业。如国内部分院校对于本科生的学制设计一般为 4年，

且规定学生在校学习总年限不得超过 6年。如果在第四年未能达到毕

业要求，学生可以申请延期毕业，在总体学习年限不超过六年的时间

内达到毕业相关要求，同样可以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但若在校学习

总年限超过 6 年，学校会根据相关情况做结业或肄业处理，学生不能

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国内，“延毕”本身其实并不罕见，但是不同于“论文不及格”

等被迫延期行为，有些准毕业生为了多保留一年的应届生身份，主动

向学院提出延毕申请。有网友认为，延毕会记入档案，并不利于正式

毕业后找工作等规划。也有网友指出，用一年的时间适度放松身心，

保留应届生身份，思考未来的人生规划，无可厚非。

毕业期限与个人规划的矛盾

通过爬取梳理相关帖子及报道，准毕业生选择“主动延毕”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希望通过“延毕”的方式，保留应届生身份，参加下一年

度的公务员考试。尽管依据国家规定，“高校毕业生从毕业之日起两

年内为择业期，择业期内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以享受应届毕业

生同等待遇”，但部分学生仍然希望以延毕来保留应届生身份，换取

更大的选择空间。也有学生希望能够留在学校，继续享受学校相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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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的生活成本和便捷的复习空间，准备下一年的研究生考试。第二，

由于在本该毕业的时间点之前，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遇到公司

毁约等情况，希望通过“主动延毕”，继续实习，丰富自己的简历，

参加来年春招和秋招。第三，部分学生认为自己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舒

缓情绪，真正地放松身心，调整状态，更好地面对未来的人生挑战。

对于这部分学生而言，在毕业的倒计时与“骨感”的现实之间挣扎、

内耗，他们感到身心俱疲，而延毕被视为缓解精神内耗的一个选项（见

图 2）。

图 2 网友“延毕”感触（图源：小红书 APP）

本质上而言，以上原因体现出相对固定的毕业期限与学生个人规

划之间的矛盾。部分准毕业生因为没能在毕业时间点之前做出合理的

规划，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自己的规划被打乱、没能顺利实现个人安

排，从而选择延长实现个人规划的时间，来调整自己未来的人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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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受到客观原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从客观环境

来看，就业压力与升学压力确实是摆在准毕业生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不同于国外的“间隔年”（gap year）文化现象，国内的高等教育学

制是相对固定的，学生们真正接触社会、探索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时

间较为有限，社会经验积累可能不足以支撑准毕业生们真正踏入社会。

主观因素方面，学生在就读期间对个人的能力认知相对不足，容易出

现“盲从”的选择行为，未能把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地纳入考量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随大流”的规划并不容易实现，另一方面，

缺乏备选方案导致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社会生活接轨，从而产生

“再读一年”的想法。

可以是一种选择，但并非是一条退路

“主动延毕”在形式上似乎仅仅是在学校多停留一年，而且可以

享受校内的资源，以应届生的身份再次参加各类考试，但背后的利弊

之辩确需仔细权衡。

首先，“主动延毕”不止涉及个人的选择，周围人的意见态度会

影响学生心态。学生需要和家长老师、学院学校进行沟通，达成一致

后才可以“延毕”。但在这个与各方交流的过程中，父母的不理解与

不支持、老师对延毕选择的不认可等等，很可能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

担，让“延毕”变得更加痛苦。而面对身边亲朋好友的询问，有时无

论如何解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他毕不了业”，并且成为教育其他

孩子的反面教材。如果在延毕的一年内，仍然居住在校内，也不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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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来自校园朋辈的压力，社交问题、成长的落差等等可能会影响

到延毕生的生活状态。

其次，社会对于“延毕应届生”的认可度需要仔细考虑。“主动

延毕”确实可以保留应届生的身份，但有网友反应，在应聘过程中，

正规公司的 HR还是会询问延毕的原因，并且可能以此为理由拒绝学

生的求职（见图 3）。不同公司对于“延毕应届生”的认可度存在差

异，社会层面对于“延毕应届生”的认可度也还有待商榷。学生确实

可以在延毕的一年内丰富自己的实习经历、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探索

自己的职业兴趣，但是招聘单位对“延毕应届生”身份的认同也需要

被纳入下一年度求职的影响因素中。

图 3 网友对延毕的意见（图源：《有的大学生已经不想毕业了》评论）

最后，毕业可以延期，但时光不会暂停，竞争不会停止。延毕之

后，学生同样要面临下一年招考的不确定性。每年的就业环境、升学

情况会有动态变化，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明年就比今年好找工作”

的想法太过理想化绝对化。如果未能在延毕的一年内切实提高自身实

力，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重蹈覆辙。

总之，延毕可以是一种选择，一种权衡各方利弊之后做出的慎重

选择，但延毕并不是一条退路，一条用来逃避进入社会的退路。如果

确实感觉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解决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且心态端正，

能够面对并解决延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那么可以尝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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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毕，思考未来的道路。但如果只是想逃避就业升学压力，甚至是“跟

风延毕”，那么延毕可能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

优化毕业生教育管理制度

对于毕业生与社会接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学校应充分重视

并予以支持，帮助毕业生更加清晰、理智地做出个人规划。

对毕业生年级学生加强就业指导。聘请专业教师开展周期性的就

业辅导课程，帮助大学生更深入了解自己，从多角度多方面建立起较

为清晰的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通过多渠

道发布实习就业信息，尽可能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及时了解毕业

生的思想动态，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帮助。而面对学生被招聘单位

毁约等情况，应为学生提供积极援助，尽量保障学生权益。

建立合规、严格的延毕制度，并对确有延毕需求的学生提供帮助。

明确延毕制度是规范化延毕流程的重要保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姜朝晖指出，要引导学生合理地进行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

使得学生的“延毕”决策都是合乎理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应该

为大学生配备专门的教师做指导，并要建立严格的申请和审批制度。

针对确需延毕的同学，学校也应该以更加包容、多元的视角，尊重学

生“主动延毕”的选择，并为其提供学业就业发展指导服务。

更进一步看，在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方面，可以尝试完全学分制

教学管理改革。社会的发展愈加多元化，学生毕业后面临的选择也更

加多样。在此情况下，学生可以在学制内尝试不同种类的实习，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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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业，更充分地发掘自己的未来发展道路。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熊丙奇建议，我国可以结合学生的“主动延毕”需求，来推进完全

学分制教学管理改革。在完全学分制教学管理中，学生的学制是弹性

的，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同时建立起与完全学分制相配套的学生

管理与服务体系。

同时，学生也应该在学校的帮助下，做到三思而后行：自己的实

际情况能够承担延毕一年的各方面代价吗？尚未能如期解决的问题

会在第二年有良好的改变吗？对可能面临的一年延毕时间有相对妥

善的规划吗？“主动延毕”是一场收益与代价的权衡和裁量，每个人

都需要慎重考虑。

（作者巴毅然 岳梦怡：中国传媒大学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舆情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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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

为了落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结合我国互

联网发展的实际，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全力支持下，中国传媒大学高教

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正式

成立。中心使命是：“以舆情监测研判高教问题、以传播力量撬动高

教变革”。中心愿景是：“成为最具公信力的高教智库”。

中心自主研发高教传播与舆情监测研究技术系统，包括高教舆情

监测数据库系统和高教舆情监测专题系统，全天候 24小时全自动实

时监测舆情信息，监测范围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监测

主题涉及质量评估、体制改革、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等 14 个方面。

同时针对职业教育和大学生就业设计了专门监测系统进行更为广泛

的舆情与信息抓取，旨在进行全方位、有重点的高教信息与舆情监测，

为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心定期编发《高教舆情参考》简报，开通了微博、微信传播平

台，积极传播高教信息及中心的各项研究成果。2015 年 5 月 29 日，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签署协议，在中心的基

础上共建“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研究基地”，为我国的高等教

育教学评估开展传播工作,打造高等教育质量传播高水平研究平台。

中心 2016 年承担中央网信办网评局舆情监测课题，2017 年获批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招标课题《互联网背景下教育舆情研究》，

2019 年承担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司舆情课题，2020 年以来连续

承担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舆情监测课题。与此同时，我们致力于

为政府部门和高校提供舆情监测服务，发挥“智库”作用。

中国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网地址：

https://gaojiao.cuc.edu.cn

微信公众号：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实验室

微博：@高等教育传播与舆情监测实验室

邮箱：gjyqjc@126.com

电话：（010）65783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