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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娃時代　曬給誰看？曬娃時代　曬給誰看？
林明慧 文

「曬娃」為近年來流行的詞彙，英文稱為Sharenting，由sharing（分享）以及
parenting（養育）兩個單字所組成，2016年時成為英國柯林斯辭典的年度熱門詞
彙，意指父母透過社交媒體頻繁地上傳孩子的照片或影片。然而，曬娃這種看似

只是單純分享孩子成長紀錄的行為，其實背後隱藏著更深沉的意涵，也可能引發

難以預測的危機。

曬娃風潮　萌娃變網紅曬娃風潮　萌娃變網紅

曬娃風潮起源於網路與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人們的交際圈從現實擴展至網路的

虛擬世界，透過facebook、Instagram等社群媒體打卡曬自拍、曬美食，並且等待
朋友們按讚留言是現代人生活中稀鬆平常的事。

而為人父母之後，看著自己的寶貝從形成胚胎到學會走路、第一次叫爸爸媽媽，

每個瞬間都是那麼神奇與值得紀念，令人迫不及待地想向全世界傳遞這份感動，

於是隨手拿起手機，拍下孩子可愛的模樣再放上臉書成為了許多父母的育兒日

常。根據英國網站Parent Zone的統計，父母在第一個孩子五歲以前，平均會在網
路上發布約1000張的照片。另一則美國2010年的調查也指出，超過80%的兒童
在兩歲以前已經有影像紀錄在網路上流傳。

除了不斷用孩子的萌照洗版外，有些父母甚至會幫孩子成立粉絲專頁，分享育兒

點滴的同時，也享受著被廣大粉絲追蹤的夢幻光環。網路紅人「那對夫妻」就時

常在Facebook粉專上分享親子互動的影片，女兒妮妮逗趣可愛的模樣相當受歡
迎，年僅三歲就已經是擁有234萬粉絲的小網紅，吸引不少廠商前來邀約合作。
而許多明星結婚生子後也跟上曬娃的流行，范瑋琪、賈靜雯及隋棠都是眾所皆知

的「曬娃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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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賈靜雯時常在Facebook粉專上分享女兒咘咘的照片，咘咘因為長相
可愛而深受大家喜愛。（照片來源／賈靜雯Facebook粉專）

為什麼愛曬娃？　滿足尊重需求為什麼愛曬娃？　滿足尊重需求

有些人認為曬娃的行為只是單純想向大家分享孩子可愛的模樣，希望讓螢幕前的

眾人也能一同體會育兒的喜悅，也可以藉此和遠方的親友聯絡感情。此外，遇到

育兒問題或困擾時，可以透過社交媒體迅速得到解決方法，和其他父母交流孩子

的成長狀況也有助於減輕育兒的壓力與苦悶。

而進一步從心理學的層面探討，曬娃可能是為了滿足父母的尊重需求。根據馬斯

洛的需求理論，人類在滿足低階的生理及安全需求後，會希望自我價值能被社會

肯定與認可。在傳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價值觀下，成立家庭與生兒育女

是天經地義的事，過了適婚年齡仍獨自一人可能會被貼上「魯蛇」、「沒人要」

等負面標籤。藉由分享孩子的動態可以讓外界得知他們的生活是遵循社會常理

的，進而獲得安心與滿足的感覺。

女性比較愛曬娃？女性比較愛曬娃？

有趣的是，通常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曬娃照幾乎都來自於女性。根據中國育兒

App親寶寶的《2016年中國家庭曬娃報告》，發現媽媽曬娃的比例遠超過爸爸。
一則研究新手媽媽在社交平台上行為的論文也顯示，超過98%的新手媽媽曾透過
Facebook分享生產或是育兒心得，80%的母親會將孩子的照片設為大頭貼，而且
有了孩子後，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也較以往頻繁。研究的領導者薛波蘇利文

（Sarah Schoppe-Sulivan）認為這些媽媽的行為是出自於內心的焦慮與擔憂，害
怕自己不是一位合格的母親，所以需要透過外界的反應來達到自我肯定。所以曬

娃表面是在向大家分享孩子的可愛，其實是在傳遞自己的母親形象，並期待能獲

得他人的認可，若分享的內容沒有得到正面的回饋，他們就會感到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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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權文化的根深蒂固下，即便女性投入職場的比例日益增長，工作表現也不比

男生遜色，「男主外、女主內」的迷思依舊烙印於大家心中。男性如果過了適婚

年齡仍單身，但在事業上擁有一番成就，就會擁有黃金單身漢或鑽石王老五之類

的美名。然而女性即使工作表現再出色，過了適婚年齡依然沒有對象，就會被大

家冠上「敗犬」、「剩女」等貶義稱呼。自古以來，母親被塑造成一個神聖且偉

大的角色，每個女性都應該以當一個好母親為人生目標，為家庭犧牲奉獻，並教

養出優秀的下一代，才能展現女性生命的價值。與其在職場上當一個女強人，在

家庭中擔任一個好妻子、好媽媽更能獲得社會大眾的肯定，因此女性總是習慣透

過分享孩子可愛的照片或優秀的表現，向大家證明自己是一個好媽媽，並期許從

他人的肯定中獲取自我認同感。

由中國育兒App親寶寶發布的《2016年中國家庭曬娃報告》顯示女性曬娃
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圖片來源／親寶寶）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的比例遠高於男性。（圖片來源／親寶寶）

可愛背後的危機可愛背後的危機

儘管大多數父母曬娃的行為並非出於惡意，卻可能在無形中對孩子的安全造成威

脅。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父母在網路上分享的影像任何人都可以觀看、存取，

甚至再次分享，就算之後父母刪除了那些照片，留下的數位足跡也難以抹滅，孩

子的照片或個人資訊可能已慘遭有心人士利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法學院教授史

坦伯格（Stacey Steinberg）就在《曬娃：社群媒體時代的孩童隱私》一文中描
述，有一名媽媽在網路上分享訓練雙胞胎孩子如廁的照片，不久之後發現有陌生

人盜用那些照片，加以修圖編輯後，將它們分享在戀童癖常瀏覽的色情網站上。

而過度透露孩子的個人訊息例如：姓名、生日、就讀學校等等，也可能使孩子淪

為綁架犯鎖定的目標。

此外，隨著孩子逐漸成長，開始擁有自我意識與交友圈，也開始使用社群媒體

時，那些以前父母未經過深思熟慮就隨手分享的影像可能會令孩子們感到難堪。

近期台灣就有一名擁有12萬粉絲關注的媽媽部落客，將女兒做錯事對著鏡頭哭泣
懺悔的影片放上粉絲專頁，而引發網友撻伐。許多人認為孩子也有自尊心，不應

該將孩子脆弱的一面公諸於世，若以後孩子的同儕看到這則影片，可能會使她遭

到取笑或霸凌，將造成難以抹滅的心理創傷。

Facebook粉絲專頁「鰻魚家家酒」近期將女兒鰻魚哭泣認錯的影片放上
網，引發反對聲浪，媽媽除了將影片撤除外也發表聲明坦承疏失。（照片

來源／林明慧重製）資料來源：鰻魚家家酒Facebook粉專

史坦伯格也在文中表示，過度在網路上暴露孩子的私生活，會導致孩子缺乏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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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坦伯格也在文中表示，過度在網路上暴露孩子的私生活，會導致孩子缺乏隱私

權及自主權的概念。孩子在成長中也可能會意識到父母在社交媒體中幫他們塑造

的網路形象，並且模仿父母揭露個人生活以獲取外界肯定或人氣的行為，會使孩

子容易過度在乎他人的評價，進而阻礙自我認同的發展。

曬娃前先三思　曬娃前先三思　

網路與3C產品的便利性讓父母能夠隨時記錄孩子的成長，保存珍貴的回憶的同時
也能增進和親友的感情。適度的曬娃無傷大雅，但是曬娃之前家長必須謹慎思考

分享的內容會不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隨著孩子逐漸懂事也開始擁有自己的想

法，po上網之前必須先與孩子充分溝通，並且給予他們拒絕的權利，唯有尊重與
適度保留才能為孩子創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成長環境。

      

 記者 林明慧

編輯 鄭仰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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