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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摄像头监控孩子
权利认可应为边界

对80、90后来说，被父母监控的体验是门
缝后的那双眼睛，伸向电视机背后的那双手。
而对00后来说，被父母监控，意味着家里装上
了摄像头。

在网上搜索“父母装了摄像头怎么办”，就
会弹出各种各样的“网友支招”：拔了、砸了、跟
父母谈谈……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成为“被电
子监控的一代”。 （本报今日 A7 版）

家长能否安装摄像头监控孩子，于情能行，
于法则有争议。未成年人离不开监护人的保护
和约束，对孩子进行监控既是一种保护手段，
也是一种教育要求。不过，孩子作为独立的个
体和法律主体，享受法定赋予的权利，其中就
包括隐私权不受外人干涉。

但在现实中，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生存

能力较弱，无法脱离监护人独立生活，所以也
必须让渡部分权利。在有些家庭，因为家长抱
有自己的监护权大于孩子的隐私权甚至其他权
利的传统观念，作为未成年人的被监护人，在
某种意义上成了监护人可以支配的对象，因此
包括体罚等侵权行为也就屡见不鲜。

相比较而言，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尊重与保
护，在边界上确实很难把握。法律上没有明确
的规定，在情理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单
从谁掌握了话语权，谁的地位更高来评判，就
可以很轻易突破界限，降低侵权的门槛并成为
常态。比如对于“棍棒教育”等体罚行为，普遍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实现转变困难重重，改变
这种局面存在极大的挑战。

可能家长会说：为何不能监控自己的孩子？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从监护立场去看，也不能

从单一维度去评判，界定可否监控，权利认可
应为边界。这取决于被监护人的意愿，如果其
本人同意家长安装监控，则家长用摄像头监控
的行为就合情合理，反之，若孩子拒绝这样的
行为干涉自己，内心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则这
种行为就失去了正当性。

我们必须意识到，督促孩子不是无限制的
介入，体罚也好，翻看孩子的日记本、查聊天记
录、安装监控等做法也罢，强势而具有短效，但
也存在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后果，有的时候往往
适得其反。

摄像头监控隐私权之争，既是一个法律课
题，也是一个教育命题，对家长的管理和教育
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现在，该是从传统的
权威式、支配式教育模式，升级到尊重式、共进
式的教育模式了。 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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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富即贵”的家委会
代表不了所有家长

要给拔苗助长的
幼儿足球消消火了

近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了全国幼儿足球活动负面清单，共8条：禁
止幼儿进行正式足球比赛；禁止对幼儿进行成人
化、专业化、小学化足球训练；禁止幼儿足球考级；
禁止进行足球头球练习；禁止足球操等形式化表
演；禁止对幼儿所有负重的力量练习；禁止幼儿只
练足球；严格控制幼儿的运动时长和运动强度。条
条都是硬性规定，都有现实指向。

（本报今日A6版）

1974年1月4日，邓小平在谈到要把学校的体育
工作搞好时，指出：“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
的。”这句话后来简化为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足球
要从娃娃抓起。”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中国足球
不但未长进，在世界上的排名反而越来越低。

可喜的是，这句口号极大地推动了校园足球。
近年来，各地学校纷纷把校园足球作为特色教育
在抓，各种级别的校园足球比赛在定期不定期地
举行，各类足球苗子在不断涌现，学生竞技意识、
身体素质、团队精神等都得到了提高，这是首先要
肯定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娃娃”一词的概念理
解发生了偏差，很多地方将足球运动推广到了幼
儿园。

幼儿适宜从事足球运动吗？我看未必。
足球是项高强度对抗运动，即便成人踢足球也

可能面临风险，四五岁的幼儿，怎么能玩转足球？
幼儿玩足球面临的风险比成人要高出很多。踢足
球并不是年纪越小越好。这是其一。

其二，就像学前教育畸变为超前教育一样，正
在开展幼儿足球活动的幼儿园不顾幼儿生理心理
特点，也在开展超前训练，诸如举行足球比赛，进
行专业训练，开始足球考级，甚至进行足球头球练
习等。

8条禁令，每一条都针对一种不良现象。可见，幼
儿足球运动存在的问题有多突出。当此之时，负面清
单的发布可谓是一剂消火帖，清凉剂，非常及时。

人的身体机能都在随着年岁增长在不断变化，
每一个年龄段对应的最适合的运动项目是不一样
的。如我这样的老汉，最适宜的运动是游泳，而不是
足球、篮球；幼儿最适宜的运动项目应该是游戏性
质的娱乐活动，而非球类；球类项目最适合的人群
是青少年。所以说，我并不提倡在幼儿园广泛开展
足球运动，更不主张将其当做一项竞技体育来实
施。当然，我并不是说一概反对，有条件的幼儿园可
以开展，但要适度，要合理，应以游戏性质的的足球
活动为主，绝不能将其功利化，搞成竞技体育，总
之，要严格执行清单上的禁令，不许胡来。 王学进

不吐不快

近日，一份江苏镇江丹阳市正则小学
首届家委会成员名单被曝出，名单显示家
长身份非富即贵，有的家长在政府部门任
职，有的家长是企业中的高管……9月14
日，正则小学校长回应称，名单是若干年
前的，成员是按照规程去选举的，家长的
社会名望高，做事会比较容易。

（9月15日《新京报》）

这份名单不管是哪一年的，毕竟是
事实存在过。实际上，现在许多地方还存
在着“家长的社会名望高，做事会比较容
易”这种思维，我们从这个学校的这句话
中就能看出端倪。

学校成立家委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
家长与学校的联系，如反映家长对教学工
作的意见、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等。

不可否认，有这些非富即贵的家长
组成家委会，学校如果要收取一些额外
费用，这些家委会成员由于不缺钱，不
会与学校斤斤计较。学校如果要组织
活动，在缺少经费的情况下，也容易让

这些家委会成员组织发动，就算是学
校的一些集资不符合规定的，学校也
可 以 用 经 过 家 委 会 同 意 为 由 进 行 推
责。这样的例子常常见诸于报端。就算
学生和学生家长对学校的一些工作不
是十分满意，这些家委会成员也不会
去跟学校纠缠，而是反过来会对学生
家长进行劝导。这样，学校和老师为了回
报这些家委会成员，可能会对这些家委
会成员的子女多一份关照。

非富即贵的家长组成的家委会，代表
不了全体学生和家长，更有可能只是“代
表了学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
家委会是对其他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一种
歧视。家委会成员不应该由学校和老师指
定，而应由家长选举产生，推选出真正能
代表学生和家长，能为学生和家长发声的
家委会，这样才有意义，不然不仅不能代
表学生和家长，反而可能会站到对立面，
伤害学生和家长利益。

所以说，要让家委会真正发挥作用，
应该推荐一些真正为学校和学生双方考
虑的家长，由他们来当学校工作的帮手
和监督者。这样一来，家委会才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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