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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侵犯孩子隐私
权”，记者发现，不少家长的反应和文章开头的
那位爸爸一样，发出连环三问，落到最后一句
就是“我还不是为你好”。

未成年人是否享有隐私权，作为家长又该
如何尊重孩子的隐私权？

有律师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作为
独立个体和法律主体，享受法定赋予的权利，
其中就包括隐私权不受外人干涉。那么，父母
作通过监控来督促孩子的学习，就要取决于孩
子的意愿，如果孩子拒绝，并有强烈的抵触行
为，父母就有必要尊重孩子的意愿。

摄像头监控的隐私权之争，既是一个法律
课题，也是一个教育命题。

宁波家庭教育专家、“胖妈妈”心理热线的
邵莉老师认为，家长为了监视督促孩子装摄像
头，真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家有条家规：“三代人各有自己的私
密空间，进入房间要先敲门，经允许后进入，
不得随意翻动私人物品，这是平等、尊重的
基本要求。”建议家长们换位思考，试想你在
工作时，一言一行都被老板监控，感觉也不
会很好。哪怕家长认为确实有必要安装，也
至少要和孩子商量，把内心的担心和想法告
诉他，在征得同意后安装，千万不要用“我为
你好”这种所谓的爱来绑架孩子，结局往往
适得其反。

现在的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回家
只要看到孩子没在书桌上学习，马上就不淡
定了。但学习是要讲方式方法，父母要走近孩
子、了解孩子，从而引导孩子，培养孩子学习
兴趣，开发孩子的学习原动力。根据自家孩子
的特点和喜好，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帮助孩
子提升学习成绩，这才是父母最应该做的事。

靠装摄像头监督孩子学习，这种教育手段
有待商榷。

“对于12岁以下的孩子，父母出于安全考
虑，在家中安装摄像头，是很有必要的。”但对
青春期的孩子，靠装一个摄像头，监督他们学
习，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艳艳眼中，这种
教育手段有待商榷。

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心理发生巨大变化的
转变期，他们具有趋向独立性，趋向成人化的
心理特点，并且为了独立走向社会做好准备。
这个时期的孩子，心里开始装了小秘密，比如
会开始锁门，拒绝父母，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
私密空间，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如果父母没
有意识到，还是把孩子当做小朋友来管，非常
容易引起孩子的反感，甚至上升到家庭矛盾。

在孩子卧室这样的私密空间安装监控，显
然透露出父母对孩子的不信任感，那么，孩子
也同样会对父母产生不信任感，亲子关系不仅
没有拉近，反而更多了间隙。

好的行为习惯，需要从小培养，父母再忙，
也应当抽出时间，自小就参与孩子生活、学习
中去，思考如何培养独立、自主、对自己负责的
孩子，只靠安装监控来监管孩子，换来的只会
是一个“父母说啥我做啥”的傀儡孩子，或是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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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的“千里眼”
成了孩子背后的一道冷光

13岁的小轩在江北一所初中就读,每天放学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包放在书桌旁。他说，妈
妈在手机上一看，就知道他在家了。

今年2月，小轩的卧室装上了摄像头，“爸妈
都要上班，家里没人，他们不放心，就装了，其实，
就是想看我有没有好好学习呗。”

摄像头就安装在书桌旁的高柜上，可以清楚
俯视整间卧室，孩子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开始
写作业，小轩爸妈一目了然。

“当然不舒服了，谁愿意被24小时管着啊，我
也抗议过，但抗议无效，他们说‘你怕摄像头就证明
你心虚’。”小轩说，爸妈的逻辑，让他觉得很好笑。

小轩父母告诉记者，据他们了解，班上10来
个同学家里都装了摄像头。不过，你有张良计，我
有过桥梯，在对付爸妈的“千里眼”上，孩子们也是
各有奇招，有的会悄悄给摄像头转角度、有的干脆
换个房间写作业、有的戴上耳塞，假装听英文、有
的变得更爱“上厕所”了……

对父母通过摄像头监控自己的行为，小轩和
同学们的感受都差不多：不被信任、不被理解、没
有自由……“他们才不在乎我们真正的想法。”

打开手机看孩子
成了父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最大的作用是为了保证孩子安全，尤其是没
有老人帮忙带娃的双职工家庭，装了能省不少
心。”应女士家的摄像监控装了两年多，她说，身边
绝大多数家长都是赞成安装摄像头的，“孩子在家
被烫伤、摔伤、坠楼这些情况时不时发生，如果爸
妈在家装了摄像头，可以实时监控到孩子的一举
一动，说不定这些意外就不会发生了。”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时，请了阿姨接送，回到
家后，孩子做作业，阿姨做饭，多少能管着点。”应
女士说，到了五年级，因为阿姨生病没办法继续工
作，孩子又不愿意去托管中心，才想到装个摄像
头，用来看孩子有没有按时回家。

装摄像头前，应女士还开了个家庭会议，征求
孩子意见。“她知道装摄像头，是为了方便我看到
她，不是为了监控她，所以也就接受了。”

用到现在，应女士也有了些经验之谈：安装前
最好经过孩子同意；在使用过程中，不要突然地在
监控中对孩子大呼小叫，容易吓着孩子，引起他们
反感；在监控中看到让家长百爪挠心的画面，也别
急着吼，回家了再跟孩子好好沟通。“我通常都是
生活上的关心，问她今天作业多不多啦，做完作业
要不要吃点水果啦，孩子一听，也就明白了，该去
做作业了。”

“像低年级的孩子，自控能力肯定弱啊，回到家
没人管，一会儿看电视，一会儿打游戏，等爸爸妈妈
回家一检查作业，什么都没做，能不上火嘛！”应女
士认为，在摄像头的震慑下，孩子多少都会乖一些。

对工作繁忙的应女士来说，每天傍晚打开手
机，看看监控下的孩子，已经成为生活日程中的一
部分，“与其说监控孩子，倒不如说是家长自己寻
求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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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卧室里装摄像头
爱还是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