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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還是侵權？幼教現場的兩難
記者 施奕如 報導  

「請問⼤家在選擇幼稚園的時候，會注意幼兒園教室有沒有裝監視器嗎？」，⼀
名家⻑在知名臉書粉絲專⾴的匿名發文再度引發網友對「幼教現場該不該裝監視
器」的論戰。事實上，早在2019年初衛⽣福利部就已訂定《托嬰中⼼監視錄影設
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辦法》，強制托嬰中⼼必須在指定地點架設監視器。不過
⽬前尚未有幼兒園架設監視器的專法，因此有部分⺠眾便擔⼼「要是發⽣事故的
時候沒有畫⾯，怎麼辦？」

托嬰中⼼與幼兒園之比較圖。（圖片來源／施奕如製）資料來源：全國法
規資料庫

立法呼聲從何⽽來？
「當幼兒園發⽣虐童事件，家⻑如沒有⼀定份量的證據，在舉證時往往站不住腳
導致虐兒案件難以成案，最終只能摸摸⿐⼦帶著孩⼦黯然離園。」上述情境是最
常被⽀持幼兒園強制裝設監視器⼀派⼈等提出的論點之⼀，除此之外，有部分⽀
持派主張只要「⾏得正、坐得直」就不需要害怕裝設監視器，更直⾔道：「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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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派主張只要「⾏得正、坐得直」就不需要害怕裝設監視器，更直⾔道：「銀⾏
也有裝監視器啊！怎麼沒看到⾏員出來爭取他的『肖像權』？」

撇開社群媒體上網友以及部落格專欄文章的立場，那些家中孩⼦正在就讀幼兒園
的家⻑們⼜是怎麼想的呢？筆者實際訪問兩位家中皆育有四歲孩童的親屬，進⼀
步了解⾝處議題第⼀線的她們對監視器設立與否的立場、態度。王⼩姐（化名）
認為幼兒園的⼩孩尚未具備完全⾏為能⼒，故需要有保護的設備，如果有任何意
外事件，便可以透過監視器了解事發當下的狀況。⾄於Zora Chen（化名）則表
⽰安裝攝影機可以有嚇阻作⽤，但是需要更多經費補助以架設拍攝不同⾓度和位
置攝影機，有效防⽌具有虐童犯意的教師觀察攝影機⾓度，避開拍攝視野後施暴
孩童。

許多家⻑認為幼兒園應當效仿托嬰中⼼，制定監視器相關管理辦法。（圖
片來源／freepik）

給了你保障　卻失了我權利
對於專法制定持中立態度的⼈⼠表⽰，倘若經幼兒園院⽅和家⻑⽅雙⽅同意，架
設監視器並無不妥，也確實能達到保障兩⽅權益之效果。然⽽若家⻑在抱有防範
⼼態和預設立場下主張裝設監視器，如「因為老師會虐童，所以要裝監視器」，
師⻑⾃會有被當潛在犯⼈「監視」的不愉悅感受。

呈前文所述，不難看出幼教⼈員對立法派最⼤的反彈點為被假定為犯⼈的不信任
感。在教育現場，整體的環境氣氛是相當重要的，監視器⾃啟動的那刻起，便可
能讓教師感到來⾃四⾯八⽅的視線控管，施教過程不免感到綁⼿綁腳。

國立臺北教育⼤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傑認為，架設監視器⼀
事會危及教師的「教學⾃由權」以及其他幼兒和老師的「隱私權」，甚⾄會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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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危及教師的「教學⾃由權」以及其他幼兒和老師的「隱私權」，甚⾄會迫害
幼兒園⻑期以來建立的「親師信賴關係」。

在幼兒教育過程中，親師間的溝通與信任是相當重要的。（圖片來源
／freepik）

專法真能有效防範虐兒事件嗎？
反對幼兒園強制裝設監視器的⼀⽅除了提出監視器會破壞幼教老師與家⻑間最基
本的互信關係，也質疑架設監視器無法有效減緩不當管教、兒童虐待的發⽣，強
制裝設監視器對於兒虐事件很可能淪為治標不治本的⼿法。

針對此現象，⾼⼠傑表⽰裝設監視設備無助於防堵兒童虐待、體罰及不當管教事
件，發⽣個案均屬於專責⼈員情緒管理不當，故應就個案當事⼈進⾏輔導。他也
指出：「出現管教不當個案的⼤多都是已裝設監視器的幼兒園，可⾒裝設監視器
無法遏⽌不當管教。」

追本溯源，兒童虐待的起因多源⾃不適任教師的情緒控管失常，制定專法固然能
提供事故當下的責任歸屬依據，然⽽若未將源頭根除，相關憾事恐怕仍會屢⾒不
鮮。
 

除了立法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今，監視器架設與否各⽅仍分歧不定，同意⽅、中立⽅和反對⽅各有各的堅
持。眾⼈曾引發激烈論戰的起因除了肖像權之戰、監視器無⽤處之戰外還有由極
端同意⽅引發的寵物監視器之戰。他們曾表明希望透過影像觀察孩⼦在幼兒園的
適應狀況，甚⾄有家⻑要求隨時線上觀看孩⼦上課畫⾯，讓部分網友譏諷這派家
⻑為「寵物監視器家⻑」。關注此議題的北教⼤幼教系C同學表⽰：「我⽀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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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寵物監視器家⻑」。關注此議題的北教⼤幼教系C同學表⽰：「我⽀持架
設監視器，因為突發狀況發⽣時，老師也有可能需要監視器紀錄以佐證⾃⼰的清
⽩。」不過，她也補充道：「但我反對家⻑可以隨時監看。」

不論是立法派或是反對派，筆者認為兩派抱持的立場與論點皆有所優劣。但我們
都不能否認，幼教現場的虐童案件背後牽涉的議題和動機並不是單⼀的，相反
地，它反⽽由繁雜的結構組成，所牽涉之處絕非僅環繞在教師、幼童與家屬三
⽅。以教師⽅立⾜點看起，監視器的指向宛若質疑⾃⾝專業度的箭，射向親師間
的信賴橋樑。我們應當設法減少不適任教師的出現，透過專業輔導幫助教師消除
情緒壓⼒、定期關⼼教師的⼼理素質，降低事故發⽣的機率。以家⻑擔⼼、疑慮
的癥結點看起，則需要省思動搖彼此信賴關係背後的癥結，是不是源於被媒體過
度渲染放⼤的虐童消息？

監視器終究是中性的攝像設備，我們不應帶著有⾊眼光去污名化它的作⽤，該怎
麼樣在保障親師雙⽅權利的同時鞏固彼此的信任基礎？相信得由更合宜的⼿法去
制定合乎實際情況的規章。透過積極抽查環境設備、協助排除不適任教師，還給
抱有教育熱誠、喜愛孩⼦們的⼼的專業幼教⼈員和疼愛⾃⼰寶⾙們的家⻑⼀個更
純粹、更富有愛和教育的環境。

關鍵字：監視器專法、幼兒園、虐童事件、不當管教

縮圖來源：freepik

      

 記者 施奕如

編輯 張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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