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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

吃了啥、玩了啥、干了啥，年轻父母热衷网上晒娃

娃的安全与隐私，爸妈考虑过吗？
事件回顾：

晒娃，是很多人微信朋友圈的“重头戏”，有晒照片的、晒作品
的、晒萌娃语录的，晒得狠的宝妈宝爸，几乎曝光了孩子出生

成长的点点滴滴。但是，这么做真得合适吗？会不会过度暴露孩
子的隐私呢？ 话题

葡萄牙“禁晒娃”引市民热议

记者调查：

嘉宾说：

不少家长朋友圈晒娃没有禁忌

晒娃也要保护宝宝的安全

被朋友圈的晒娃“晒伤了”

晒娃应考虑孩子的感受

晒娃应有度，别太任性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华夏
之家社会中心主任李频蕾：对于

不少年轻人在微信上发宝宝照片

这一现象，我认为，“80 后”、“90

后”初为人母人父，有一种兴奋

感、新鲜感，对宝宝比较关爱，恨

不得把他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

给宝宝拍照上传是发自内心的喜

悦，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给孩子拍完照片上

传到微信朋友圈，跟不少网友将

自拍照上传的行为有些相似，有

助于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是害

怕孤独，希望引起周围人关注的

心态。但是，上传照片应当小心

泄露个人隐私，被不法分子利用。

“萌警官”（上望派出所民
警张勇）：我建议，尽量不要在

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孩

子的照片。一定要上传照片或

信息时，也要把微信、微博中的

定位功能关掉，以防暴露自己

的真实位置。如果要晒孩子的

照片，建议关闭手机的搜索功

能，或是在微信发布圈里勾选

人群，这样就只有部分范围内

的朋友能够看到，相对安全。

微信朋友圈有“三宝”：

旅游、晒娃与美食。其中，晒

娃是不少年轻父母最热衷的

事情，无论孩子洗个澡、换件

新衣，或是多个新玩具，爸爸

妈妈就会忙不迭地把照片晒

到朋友圈，然后等着朋友们

的点赞与评论。

对于父母而言，这是平

淡 生 活 里 的 小 乐 趣 。 可 最

近，葡萄牙埃武拉地方法院

向一对夫妻发出了禁令，起

因 就 是 他 们 在 网 络 上“ 晒 ”

出 了 女 儿 的 照 片 。 这 纸 禁

令 明 确 禁 止 这 对 夫 妻 在 社

交 网 络 上 披 露 其 女 儿 的 照

片 及 可 确 认 身 份 的 信 息 。

这则消息被媒体报道后，迅

速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引 发 了 争

议：难道我晒自家牙牙学语

的宝宝照片，还要先征得他

的同意？

上班族余女士是朋友圈

晒娃大军中的一员。通过她

的微信，记者知道了她孩子的

长相、小名、就读的幼儿园、家

庭住址、报的培训班、爱吃的

食物和作息规律。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晒？

没有孩子之前，我也不能理解

朋友圈那些‘晒娃狂魔’。可

是宝宝出生后，我觉得女儿每

一个表情都萌翻了，每一个动

作都像天使，迫不及待地想把

对 孩 子 的 那 种 喜 爱 分 享 出

去。”余女士说，她恨不得分分

钟在朋友圈直播女儿的一举

一动。

至于这样晒娃会不会暴

露孩子的隐私，余女士表示不

会在意。“我会甄别的。她还

小，平时我们也是寸步不离，

几乎不大可能发生意外。而

且我的朋友圈相对封闭，只有

亲朋好友，这些信息他们知道

了也无妨。”余女士说，“微信

朋友圈就像是个大的育儿学

校，通过分享，我还可以跟其

他妈妈交流育儿经验，甚至可

以解决育儿中碰到的难题。

至少在现阶段而言，我感觉在

朋友圈晒娃利大于弊。”

“陪妈妈上班，真是个好

孩子”，“还不睡，小家伙，你妈

因为你每天都睡不好，你知道

不”，“下雨了，没地方玩，乖乖

在房间里待着”……李女士晒

娃的理由挺简单，就是用心记

录下孩子成长的轨迹。至于

是否担心圈内好友会屏蔽自

己，她看得很开：“我朋友圈里

多是亲戚、同学和要好的同

事，没事晒晒娃，大家互相点

个赞，生活不就这么点小乐趣

吗？”

刚刚晋升为爸爸的孙先

生晒娃有自己的规矩，不会没

事就晒，另外他对孩子姓名以

及所住小区名字一概不谈，

“保护好孩子隐私，防止给娃

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

记者在朋友圈做了一个

关于晒娃的小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20 位爸爸（妈妈）中 5

人自称为“晒娃狂魔”，10 人

虽然不这么称呼自己，但也常

晒。常晒的内容包括娃娃裸

照、囧照、日记，甚至孩子的证

件。

据了解，在晒娃中暴露的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孩子的

姓名、年龄、家长的姓名、学校

幼儿园名称、家庭住址、活动

场所、房间布置、孩子的兴趣

爱好等等。大部分人在晒娃

前都不会征求孩子的意见。

微信晒娃，你怎么看？记

者 就 此 事 随 机 采 访 了 10 位

“80后”，其中6人觉得可以接

受并理解，4 人认为看多了有

点烦。当记者问及晒娃是否

考虑过泄露隐私时，只有 2 人

表示“曾经有点担忧”，8 人表

示“之前没有考虑过”。

网友“呼啦啦一起玩”：看
到朋友圈里的晒图，心里也会痒

痒的，一般会点个赞，而且也会

有晒图的冲动，但只是想想而

已。我怕有人看了照片会对孩

子说三道四咋办？

网友“莫妮卡”：我不会常

晒，记录成长就够了。就算要

晒，应该只晒比较熟的圈子，朋

友圈、QQ 之类的，不会发到微

博这个大平台，还是保护一下

宝贝比较好。

“90后”许小姐：今天谁家

娃手工课上做了可爱的小动

物，明天谁家要带着娃去郊游，

还有就是带着娃去吃了西餐啥

的，小孩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

跟记流水账一样。每天打开朋

友圈，看到这样一条条的刷屏

信息，心里会莫名的烦躁。就

算晒，拣点有意思的晒也行啊，

吃个萝卜、青菜都要分享！说

实话，并不是所有朋友都对别

人家娃感兴趣，可自己又不好

意思说，干脆来个直接的，屏蔽

某些好友的朋友圈照片。

“80后”王先生：其实一些

家长频频晒娃的原因，多是通

过晒娃来晒自己，以在朋友圈

内获得较多关注。这些晒娃的

内容吧，偶尔看几次觉得还挺

美好，可后来发现朋友一天要

晒好几次，真是挺无奈的。

网友“轻风”：要是我一直

晒我家娃小不点的照片，甚至

各种糗事和裸照也晒的话，那

等他到了青春期叛逆期，看到

这些照片，非要跟我断绝母子

关系不可。

晒娃只是一种情感的积累

网友“念念”：为 什 么 大

家要这么反感晒娃呢？这只

是 父 母 的 一 种 情 感 积 累 ，就

像 一 本 电 子 相 册 ，记 录 了 孩

子 的 成 长 片 断 ，让 孩 子 长 大

后 能 看 到 以 前 的 自 己 ，这 对

父 母 与 孩 子 而 言 ，都 是 一 件

非常美好的事情。

浙江瑞越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肖成飞律师：很遗憾，父母能

不能在社交网络上晒娃，晒娃过

程中能不能随意披露娃的隐私，

这方面的规定，我们国家暂时还

是空白，不如一些国家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披露

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这规定

不仅针对其他人，也针对孩子的

父母。未成年人的年幼及智力

等因素只会影响到其行使隐私

权的行为能力，这不仅不应成为

其享有该权利的障碍，反而更应

当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给予特别

保护。父母有义务保护其子女

隐私权不受他人侵害，同样，父

母也有义务不侵害自己子女的

隐私权。但是我国法律规定，在

很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的权益由

父母或监护人代为行使，因此在

晒娃一事上，还是父母说了算。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晒娃一

事上父母可以任性。毕竟从法理

上说，法律赋予父母代为行使未

成年人权益的权利，目的是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如果父母或监护

人的行为与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法律肯定不会允许。而且对于有

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

他们对自己权益的参与权。因此

父母在为孩子做决定时，比如在

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晒娃，最

好征求他们的意见。

从未成年人安全角度来说，也

建议父母不要过度晒娃。作为孩

子的监护人，父母有义务保护子女

的隐私，更要防止照片经过网上传

播被他人不正当使用。这两年，因

为在网上过度暴露孩子的个人信

息，引发刑事或治安案件的事不在

少数，父母们应该提高警惕。

警惕微信晒娃潜藏的安全风险

据《华西都市报》2011年11

月5日报道，家住四川省成都市

青白江区大湾社区的小磊（化

名）在读小学，因为在校表现好，

获得了小红花作为奖励。小磊

的妈妈让他胸戴小红花，在教室

门口拍了一张照，并将照片发到

了微博上“晒幸福”。

照片被同一社区的小混混

张某看到，张某根据照片中班

级门口表扬榜上的内容，得知

了小磊的班级信息。随后，张

某多次到小磊就读的学校门口

蹲守，每当看到家长接小磊回

家，他就上去打招呼，混个脸

熟。直到有一天小磊的妈妈有

事来晚了，张某就上去把小磊

骗走，并向其家长勒索10万元。

小磊的家长向大湾派出所

报警，警方抓获张某并成功解

救小磊。 ■记者 陈成成

[相关链接] 成都一母亲微博晒娃招来绑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