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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成為我們的夥伴
認識兒童表意和休息休閒權如何與實務工作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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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怎樣來？先來聽一個故事

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

• 為了紀念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
聯合國將1979年訂為「國際兒童年」。

• 聯合國也因為深受柯札克的影響
在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
保障兒童應該享有的權利。



兒童權利的演變

• 兒童是父系尊長的財產、家庭的附屬品
• 兒童是被保護的客體、接受福利的對象
• 兒童是權利的主體、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
• 兒童是行動者、促進並保護自己的權益



兒童權利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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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是什麼？
不

它不是「你做得好/符合條件，才擁有的東西」

而是「人生下來，與生俱有的」



兒童權利公約
有多少條？ 主要部份

42條



兒童權利公約四大原則



第三條

兒童最佳利益
所有的大人都有責任做出對我而言是最好的
事情，我也應該聆聽我認為對我最適合的事
情。

第二條

禁止歧視
任何人都不能因為我的身體狀況、膚色、宗
教、語言、家庭背景、貧富而對我不好，我
有權免受他人的歧視。

第六條

生存及發展權
所有的兒童都有生存的權利。我的政府應該確
保所有兒童都在健康狀況下生存和發展。我有
權利生活在安全和快樂的環境中。

第十二條

尊重兒童意見
我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當家人、學校、政
府及法院在做出關於我的決定前，需要考慮和
尊重我的意見。



還有哪些重要的
兒童人權呢？



第二十七條

適合兒童的生活水準
我有權利擁有符合我身心狀況和社會發展的
生活水準。我享有得到足夠食物、衣服和安
全生活的基本權利。

第十六條

隱私權
我有權利擁有個人隱私。沒有我的許可，任
何人都不能看我的信、電子郵件或日記。

第十九條

不受任何形式之不當對待
我有權利受到保護，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或
不當對待，包括體罰、虐待、疏忽等。我
的政府必須確保所有兒童得到妥善照顧並免
受暴力傷害。

第三十一條

遊戲權
我有休息、休閒和遊戲的權利。



誰會在意我們有沒有
遵守兒童權利公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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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點

尊重兒少表意
建議政府參加兒少參與的多樣
性，特別鼓勵年幼的兒童參與，
並持續蒐集及報告兒少觀點對
法律及政策的影響，同時確保
家庭內的兒少表意權，且讓兒
少在其生活相關領域都有安全、
保密及有效的機制提出與他們
有關的議題

第四十五點

身心障礙兒少
(2)理解如何支持身心障礙兒
少在教育、替代性照顧、司法、
休閒及娛樂上享有權利
(3)以社會及權利為本的角度
理解身心障礙者的兒少
(7)促進身心障礙兒少休閒娛
樂，並發展適合各種能力而少
的遊戲場
(8)執行相關措施時應傾聽身
心障礙兒少的聲音

第五十九點

休息休閒權
建議透過立法要求中央及地方
政府確保兒少遊戲及休閒權，
並在城鄉發展及規劃過程中徵
求兒少意見。

第二次結論性意見(摘)



表意權
是每個兒少擁有的權利，
大人有責任讓
他們知道



孩子們的表意，
常常不是什麼大事，
也許只是出於好奇。

我寧願對孩子說：
「我知道我的要求不合理、
很傷人、無法實現，
但我必須做出這些要求。」

而不是合理化我的要求，
然後要孩子承認我是對的。

~柯札克



如何讓孩子願意表達呢？
先看看孩子在想什麼



希望下任總統為台灣兒少做的一件事

改善教育制度
和學校環境

包括減輕功課或考試
壓力、改變教學方法，
增建圖書館、運動場
或冷氣等

增加休閒時間

包括調整上下課時間、
增加假期等

社會議題

包括改善偏鄉醫療、
弱勢學生就學及家庭
經濟等

其他兒少權益

包括兒少表意、安全
保障等

33.7% 29.8% 17.6% 17.2%



會積極表達

23%

想說，但不太了解

26%

沒意見/沒想法

47%

不敢說

4%

兒少曾表達自己對社會事件或公共議題

想法及意見之情況





創造讓兒少
願意說話的空間



https://research.qut.edu.au/wbmatters/wp-content/uploads/sites/265/2020/05/Lundy-model-1024x875.png



https://hubnanog.ie/wp-content/uploads/2021/04/1-A-Parents-Story.pdf

The banana bus

https://slideplayer.com/slide/5776907/





讓孩子來

設計城市
行不行？



港濱歷史公園特色遊戲場



https://scontent-tpe1-1.xx.fbcdn.net/v/t39.30808-6/295515337_7973599859347440_8822148972992548977_n.jpg?_nc_cat=100&ccb=1-7&_nc_sid=730e14&_nc_ohc=sq1Arn526jcAX8v2j17&_nc_ht=scontent-tpe1-

1.xx&oh=00_AfAD4t9MSxh7vkup3nSn8DxLZES2rZoq6TN4d5eRVQskQA&oe=6468764B







孩子思考的方式
不會比大人差，

只是
以不一樣的方式思考

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

https://i2.kknews.cc/SIG=jdbm8j/5691000424oo8r7qqqq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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