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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小袋鼠最近真的好煩惱……

陌生的貓頭鷹為什麼總是知道小袋鼠在哪裡？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文  陳櫻慧      圖  奧黛莉圓



她 ， 是 我 的 媽 媽 ，  
是 彩 虹 鎮 上 的 大 明 星 ；  
最 喜 歡 這 裡 拍 拍 、 那 裡 拍 拍 ，  
上 傳 照 片 到 網 路 上 ，  
分 享 給 認 識 的 人 、 不 認 識 的 人 ，  
好 多 人 都 因 為 網 路 認 識 她 。



她 最 常 掛 在 嘴 邊 的 一 句 話 ，
就 是 ……



那 天 中 午 ， 媽 媽 在 校 門 口 接 我 放 學 。

「 你 和 同 學 一 起 玩 的 樣 子 真 可 愛 ，  
這 段 影 片 上 傳 到 網 路 上 一 定 可 以 得 到
很 多 『 讚 』！」  
「 啊 ～ 不 要 不 要 ！」

但 媽 媽 都 沒 有 聽 到 我 的 不 要 不 要 ！



這 天 ， 真 是 奇 怪 ， 彩 虹 鎮 上 的 貓 頭 鷹  
一 直 在 學 校 門 口 走 來 走 去 。

葉 子 綠 了 ， 花 兒 開 了 ， 春 天 來 了 。  
又 到 了 野 餐 派 對 的 季 節 。



「 請 問 你 是 『 一 年 二 班 1 0 號 』的  
小 袋 鼠 嗎？」  
「 對 啊 ！」我 害 羞 地 躲 到 媽 媽 身 後 。

「 我 們 要 辦 野 餐 派 對 ， 你 有 支 按 讚 數
超 高 的 影 片 ， 如 果 有 你 這 麼 可 愛 的  
小 朋 友 上 台 表 演 ，肯 定 會 大 受 歡 迎 。」

「 不 要 不 要 ， 我 只 想 野 餐 ，  
不 想 表 演 。」為 什 麼 貓 頭 鷹 知 道
我 的 班 級 和 座 號 呢 ？



「 你 來 借 書 啊 ？」

我 被 身 後 有 點 熟 悉 的 聲 音 嚇 了 一 大 跳 ，
趕 緊 又 躲 到 媽 媽 身 後 。

「 你 怎 麼 知 道 我 們 跑 來 圖 書 館 ？」  
媽 媽 驚 訝 地 問 。

貓 頭 鷹 滑 滑 手 機 說 ：「小 袋 鼠 每 週 三 下 午
會 去 學 游 泳 ， 每 週 五 傍 晚 都 會 和 同 學 去
公 園 玩 。」

我 緊 張 地 馬 上 說 ：「不 要 不 要 ， 我 只 想  
野 餐 ， 不 想 表 演 。」

為 什 麼 貓 頭 鷹 只 要 看 看 手 機 就 知 道 我  
每 天 在 做 什 麼 ？



貓 頭 鷹 笑 嘻 嘻 接 著 問 ：  
「 我 想 邀 請 你 的 同 學 和 你 一 起
在 派 對 上 表 演 ， 好 不 好 啊 ？」
我 用 力 搖 搖 頭 說 ：「不 要 不 要 ，
我 只 想 野 餐 ， 不 想 表 演 ！」

到 底 貓 頭 鷹 為 什 麼 會 知 道 誰 是
我 的 同 學 呢 ？



「 要 ~ 不 ~ 要 ~ 上 台  
表 演 啊 ？」貓 頭 鷹  
湊 在 我 耳 邊 問 。
我 害 怕 地 忍 不 住  
放 聲 大 哭 起 來 ！

「 你 怎 麼 又 出 現 了 ？」  
媽 媽 瞪 大 眼 睛 ， 緊 緊 抱 著 我 。
「 很 簡 單 呀 ！ 只 要 打 開 手 機  
滑 一 下 您 上 傳 到 網 路 上 的 貼 文 ，
就 知 道 你 們 在 哪 裡 了 啊 ！」  
貓 頭 鷹 得 意 地 說 。



「 貓 頭 鷹 一 直 出 現 好 可 怕 ……」  
我 緊 緊 抱 著 媽 媽 說 。

「 對 不 起 ，我 真 的 很 希 望 你 可 以 上 台 ，派 對
一 定 會大 成功。 你 真 的 不 要 上 台 嗎 ……？」  
貓 頭 鷹 愈 講 愈 小 聲 。

「 不 要 不 要 ！」  
沒 想 到 ， 這 次 媽 媽
搶 先 一 步 回 答 。



我 不 要 ， 拍 照 錄 影 。  
我 不 要 ， 上 台 表 演 。  
更 不 想 要 走 到 哪 裡 都 被 知 道 。

為 什 麼 ！  
為 什 麼 你 們 大 人 都 沒 有 發 現 我 的 不 喜 歡 、
也 不 知 道 我 的 害 怕 ， 為 什 麼 都 沒 有 人 聽 到
我 說 的 話 ！

我 一 直 哭 一 直 哭 ，這 次 媽 媽 沒 有 拿 出 手 機 ，
就 只 是 好 好 地 抱 抱 我 ， 直 到 我 的 眼 淚  
停 下 來 。



「 對 不 起 ！」

媽 媽 說 ：「以 後 如 果 你 說 『 不 要 不 要 』
的 時 候 ， 媽 媽 就 不 要 拍 ， 好 不 好 呢 ？」 
「 好 ！」我 最 喜 歡 媽 媽 了 。  
「 那 ……我 想 參 加 野 餐 派 對 可 以 嗎 ？」  
「 當 然 沒 問 題 ！」



這 次 的 春 天 野 餐 派 對 很 特 別 ，
我 發 現 彩 虹 鎮 的 貓 頭 鷹 最 後 在 網 路 上
公 開 徵 求 自 願 且 喜 歡 上 台 的 表 演 者 。

這 次 的 春 天 野 餐 派 對 很 特 別 ，
媽 媽 開 心 地 擔 任 志 工 ，上 網 宣 傳 活 動，
也 幫 忙 拍 照 紀 錄 。



而 我 呢 ？ 可 以 和 同 學 們 參 加 野 餐 派 對 ，
真 開 心 ！

我 們 買 了 5 顆 汽 球 ， 4 支 冰 淇 淋 ， 3 種 水
果 ， 2 盒 爆 米 花 ， 還 拍 了 1 張 大 合 照 ！

這 次 的 春 天 野 餐 派 對 真 的  
很 特 別 ， 因 為 大 家 相 互 尊 重 ，  
笑 容 好 像 更 多 了 ！



隨著社群媒體興起，許多人喜歡在社
群平台上分享生活點滴，尤其是有寶貝
的家長，更想與他人分享寶貝成長的喜
悅與驕傲，蔚為一股「萌」風潮。然而，
這樣公開上傳兒童照片的舉動，可能無
意間洩漏兒童個資甚而影響人身安全；
再者，網路有著無遠弗屆及永遠留下紀
錄的特性，這些上傳到網路上的兒時照
片，未來都有可能成為同儕間取笑的題
材，不得不謹慎。

因此，本書想透過小袋鼠的心聲，傳
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當家長想將孩子
照片上傳到社群媒體前，應要考量兒童
的隱私權，避免公開位置，以免讓有心
人士掌握孩子行蹤，同時，也要尊重孩
子是否願意公開照片，如果照片中還有
其他兒童，最好能徵詢其監護人同意。
唯有謹慎考量上傳照片的風險，才是真
正愛寶貝的舉動。 

本書一開始，交代了袋鼠媽媽是一位
喜歡上傳寶貝照片到社群媒體上的網紅
媽咪，然而，這個舉動讓貓頭鷹可以透
過這些在網路上公開的資訊得知小袋鼠
的行蹤，並且不斷騷擾他，小袋鼠因而

一直處在害怕中，直到小袋鼠終於忍不
住累積已久的情緒崩潰大哭，袋鼠媽媽
才驚覺到自己的疏失。當袋鼠媽媽表明
以後拍照會尊重小袋鼠的意願後，一切
終於雨過天晴，小袋鼠開心地參加派對，
袋鼠媽媽則發揮自己的拍攝專長幫忙活
動拍照紀錄，為彼此創造了一個美好的
回憶。

這本繪本書名為《不要不要》，光透
過封面就能開啟一連串的提問，探問孩
子為何書名要說兩次「不要」？是誰在
說「不要」？他「不要」做什麼事呢？
引發孩子好奇，探索主角發生的事件，
進而同理主角所處的壓力與情緒。

尤其，第 8 跨頁是小袋鼠累積負向情
緒的至高點，可以讓孩子數一數，在此
之前小袋鼠總共說了幾次「不要」？找
一找，被媽媽強迫拍照的小袋鼠表情如
何？說一說，小袋鼠到底在擔心害怕什
麼呢？直到第 10 跨頁終於揭曉了，小袋
鼠不喜歡被拍照，不喜歡上台表演，更
不想走到哪都被知道。

來到第 11 跨頁，則是小袋鼠向媽媽情
緒爆發後的和解情節，搭配彩虹陽光的
圖像，象徵一切雨過天晴，以接續後面
野餐派對的歡樂氣氛。此時，可讓孩子
找一找，野餐中的小袋鼠與媽媽在哪裡？
他們母子的表情如何？對照之前小袋鼠
的表情有何不同？藉此讓孩子對於故事
情節的對比有深刻的體會。在故事最後，
袋鼠媽媽問：「我可以把照片放在網路
上嗎？」這意味著袋鼠媽媽學會尊重他
人的意願。而這些細節都可藉由精心設
計的插圖與文字一同細細解讀，帶領孩
子投入故事中，產生更多的理解與思考。

本書初衷無非是想藉擬人的動物故事
情境，讓社會大眾對於在社群媒體上分

享生活點滴的日常能有所警覺，更希望
提點家長們，在上傳兒童照片前，懂得
顧及兒童的意願與隱私安全。

因此，當我們在引導兒童閱讀本書時，
除了理解故事情節外，更需讓孩子知曉
照片上傳到社群網站上可能會導致的問
題與風險，學習如何保護自己的網路隱
私；再者，當遇到大人們想分享的美意
與自己不想被拍照的想法有所抵觸時，
兒童除了說不要之外，還可以透過什麼
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讓大人們能加
以重視與理解？同時，家長也需要思考
自己是否有充分傾聽孩子的聲音？這些
待深刻反思的議題，凸顯了本書的價值，
值得讓大人們與兒童一同來探究。

不只是上傳照片！
         尊重孩子的隱私和意願

導讀

新北市北新國小教師張嘉倫



一位朋友的小孩要上小學了，高興得
在社群平台上分享這個訊息。照片中的
小朋友穿著繡有學校名稱的制服，別著
班級名牌，清澈有神的大眼睛在發亮，
可愛得不得了，不難想見家長有多麼的
喜悅。

另一位朋友在群組裡分享孩子比賽得
獎的好消息，照片中的青少年捧著獎牌，
低頭斜眼瞄著鏡頭。家長一邊揶揄孩子
的彆扭，一邊說著孩子練習的甘苦，字
裡行間看得出滿滿的驕傲。

父母和親朋好友分享孩子的成長點滴
或重要時刻，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
這會有什麼問題嗎？過往，照片被留在
家庭相簿裡；現在，照片在網路上流傳。
父母以為只是跟家人朋友分享，但照片
可能被無關的人看到。這些照片或影片
並不總是能夠被刪除，也會替孩子留下
數位足跡。父母需要意識到分享照片可
能會對孩子造成的影響。

如同本書中，貓頭鷹透過照片裡透露
出的各種訊息，輕鬆容易地跟蹤小袋鼠。
在社群上分享孩子的姓名、就讀的學校
班級、才藝班、常去的餐廳、愛吃的食
物、喜愛的卡通，這些資訊都可能被有
心人掌握，對孩子構成安全上的風險。
照片也可能被複製濫用，例如被用來建

立假帳號，而在 AI 時代，孩子的照片可
能被偽造成新的照片或影片，甚至是性
的影像另作他用。

再者，孩子的同意權和自主權，也須
被尊重，孩子願意自己的照片被放到網
路上嗎？願意給誰看到呢？此外，現在
看起來可愛或無害的內容，可能在未來
造成孩子的尷尬或他人對孩子的誤解。

難道從此就不能分享和孩子有關的照
片或訊息了嗎？謹慎地選擇要分享的對
象，甚至清楚地讓對方知道不要再轉傳
分享，以及留意分享的內容不要提及非
必要的個人資訊。當孩子逐漸長大，詢
問、尊重孩子的意願；這也不是一次性
的同意，需隨著孩子的年齡增長和成熟，
持續不斷的對話，孩子也能從中學習到
分享個人資訊的界線及過度分享可能衍
生的危機。

每位兒少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保
護和實現，兒少在數位環境中的權利也
同樣重要，前述談的是數位環境中的隱
私權議題，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是父母
和照顧者應該知道的？ 2021 年，聯合國
兒童權利委員會發布了第 25 號一般性意
見，探討數位環境中的兒童權利。數位
科技為兒少帶來了新的機會，同時也帶
來遭受侵犯或傷害的風險，因此，如何

數位環境中的兒童人權 平衡兒少在數位環境中的機會和風險是
一個關鍵的主題，而關於父母和照顧者
的角色，一般性意見說了什麼呢？

一、隨著兒童不斷的發展，父母和照
顧者的責任

首先，必須尊重兒童逐漸增長的能力，
把它當成一項重要的原則。兒童會逐漸
獲得各種能力、理解力和自主性，這個
過程在數位環境裡格外重要，在數位環
境中，兒童可以更獨立的參與，不受到
父母和照顧者的監督。這時，需要的是
政府、公民社會、業者的協調合作，給
予父母和照顧者相關的協助，提高他們
對尊重兒童不斷發展的自主性、能力和
隱私的意識，並且掌握數位素養以及對
兒少風險的認識，以便保護與支持並行。

二、為父母和照顧者提供更多支持

父母和照顧者的角色對於發展兒童的
數位素養和技能至關重要，而政府應該
要支持父母和照顧者獲得相關的資源。
這包括促進業者提供適合不同年齡兒少
使用的產品及服務，以減輕父母和照顧
者的任務，並為兒少、父母和照顧者提
供及時和有效的補救措施；政府也要促
進兒少、父母和照顧者認識與數位科技
有關的機會和風險，例如：數位科技如
何為兒少帶來好處，如何培養兒少的數
位素養和技能，如何保護兒少的隱私、
避免其受害，如何發現兒少受到傷害
並且提供適當的協助。政府也應該
諮詢兒少、父母和照顧者，以產
出有效的內容與協助方案。

如果父母和照顧者對於兒少在數位環
境中的參與和活動，能夠以更多的支持
和鼓勵，取代具懲罰性或過度限制的做
法，更有利於促進兒少的安全─兒少願
意分享負面經驗，便能及早發現風險與
介入。

如前所述，平衡兒少在數位環境中的
機會和風險是一大關鍵，我們要保護兒
少避免傷害，也要協助兒少實現與數位
環境有關的權利。一般性意見主要強調
的是政府的責任，它同時也對企業、執
法單位、教育工作者及其他兒少專業人
員提出建議，他們可以共同尊重、保護
和實現數位環境中的兒童權利，對兒少、
父母和照顧者帶來重要的影響。

台灣展翅協會秘書長陳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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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故事講故事，帶閱讀玩書寫，除了小孩也和大人交流分享。
創作、說故事、講師培訓、共讀、繪本、親子教養組成多元的斜槓人生。
我是兩個小孩的媽媽，他們教會我怎麼蹲下來。
FB ：與故事為伍的人 陳櫻慧

現職為插畫家、繪本創作者。喜歡在插畫中注入一些童心及療癒
的成分，再用故事溫柔地與外界對話。
曾入選 3x3 magazine 的 Honorable Mention 獎項。
目前有繪本作品《阿公的跟屁蟲》，書籍插畫散見於親子天下、 
步步、小魯、國語日報等。

陳櫻慧

奧黛莉圓

作者

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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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展翅協會 ECPAT Taiwan 長期耕耘兒少服務工作，致力
於防制兒少性剝削及人口販運、守護兒少上網安全及提倡兒童人
權，致力找回兒少的笑容。

我們提供遭受性剝削或性侵害的兒少及其家庭服務，幫助家庭
失功能的弱勢少女建立自立生活能力，讓她們能順利進入社會與
職場獨立生活；同時積極推動修法與倡議，並且提供兒少、家長、
專業人員和社會大眾有關兒少性剝削防制、網路安全、兒童人權
的教育宣導。透過專業且全方位的工作，建構一個友善安全的環
境，保護孩子免於遭受性剝削的傷害。期望匯集眾人的力量，協
助受傷的孩子擁有能力與機會，如鷹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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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小袋鼠最近真的好煩惱……

陌生的貓頭鷹為什麼總是知道小袋鼠在哪裡？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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