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权益保护与媒体传播原则

参照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的《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与媒体》、《新闻工

作者的指导原则》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儿童报道的新闻道德规范》等相关文件，

特制定本原则。

与儿童或者青少年相关的报道，有其特殊的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报道儿童的行为会将

儿童或其他儿童置于名誉受损或被报复的风险。

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将遵守以下原则来协助媒体报道与儿童有关的公益项目。广

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相信《儿童权益保护与媒体传播原则》可以帮助媒体以适合儿童年

龄和感受的方式接触儿童，并携同有职业道德、有善意动机的记者，共同服务于公益，维护

儿童权益。

一、基本原则
1.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儿童的尊严和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

2.在采访和报道儿童时,应特别注意保护儿童的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及其他人身

和财产权利，尊重和倾听他们对涉及自身的相关权益的看法，保护他们远离伤害和报复(包
括潜在性的伤害和报复) 。

3.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胜过任何其它考虑。包括在倡导儿童问题和宣传儿童权利时。

4.当确定儿童的最大利益时，儿童自己的观点应该根据其年龄和成熟度被采纳和重视。

5.任何关于某个儿童的新闻报道都需要向最熟悉该儿童情况的至亲或知情人了解当时、

当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背景。

6.绝对不要发表任何可能将儿童、其兄弟姐妹或同伴置于风险之中的报道或图片。即使

改变、模糊或者不使用该儿童的身份信息也不可以。

二、采访儿童的原则
1.不要对儿童造成任何伤害，避免任何论断性的、对儿童的文化价值观不敏感的问题、

态度或评价，避免让儿童处于危险或受羞辱的境地，避免让儿童回想过去伤痛的事件。

2.不要因性别、种族、年龄、宗教、地位、教育或体能状况为理由而选择性采访儿童。

3.不能让儿童“做戏”，绝对不能要求儿童讲述或扮演任何不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4.确保儿童或其监护人知道他们交谈的对象是记者。并说明采访的目的和预期用途。

5.所有的采访、视频制作、甚至纪录片都需要获得儿童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许可。在可能

并可行的情况下，需要书面的同意书。禁止使用以任何形式的暴力威胁方式获得许可，并要

确保儿童及其监护人了解他们将可能会被用在区域性和全球性发布的新闻报道里。只有使用

儿童熟练使用的语言写成的许可，只有儿童在咨询至少一位其信任的成人的条件下做的决

定，该同意书才有效。

6.注意采访儿童的地点和方式。限制记者和摄影师人数。

7.尽力保证接受采访的儿童感觉舒适，并可以没有外界压力(包括来自记者的压力)的情

况下接受采访，讲述他们的观点或故事。

8.电影、电视、广播，需要考虑到视频或音频背景的选择是否会暗示儿童身份、其生活

和故事。

9.确保当有涉及到儿童家庭、社区或者大致位置的信息时,不会给儿童带来任何危险或

不良影响。



10. 接受被排斥的儿童。

11. 儿童需要充足的和舒适的时间，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和被倾听。儿童可能会害怕陌

生人，甚至如果他们不熟悉照相机、录像机或其它采访设备都可能吓到他们。

12. 确保和受访儿童坐在同一个高度上，让儿童不会感觉到成年人的权威带来的压力。

13. 使用开放性的问题，来引导儿童自由放松地回答。比如可以在问题中包含“可以告

诉我什么、为什么、在哪儿、怎么样吗”、“可以告诉我后来发生什么吗”等。

14. 避免暗示儿童“应该讲什么”。要使用短句子和简单的词汇。

15. 如果采访内容不只涉及到儿童本人，采访必须得到儿童家长、老师、或其他对儿童

负责的成人同意。

16. 发表某个儿童言论、观点和采访前，要慎重考虑到潜在的后果。

17. 告知儿童所做采访的预期用途。如果可能，尽量让他们看到最终成品，并最好邮寄

给他们一份成品。

18. 当采访儿童需要使用翻译人员时，尽量让和受访儿童年龄相近的儿童或同伴帮助翻

译。

19. 询问儿童问题时，避免触到他/她的伤痛。

20. 如果公开儿童的身份，可能会造成伤害，避免指出儿童身份。

三、 报道儿童的原则
1.绝对不要给任何儿童带来损害。避免给儿童归类或进行任何可能给儿童带来负面影响

的描述，包括生理／心理伤害、终生的虐待、被当地社区歧视或排斥。

2.报道中涉及儿童的报道或图片，需要提供准确的语境或描述。

3.报道中要为儿童改名并模糊其影像：

4.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为了该儿童的最大益处可使用儿童的姓名及可识别影像。当儿童

的身份信息被使用时，必须确保儿童的名誉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如果发生儿童名誉受到损害

或其它伤害时，给予儿童全力的支持。

特定情况举例如下：

a) 该名儿童主动联系记者，想要实践行使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b) 该名儿童参与一个持续长久的行动项目或社会运动中，并且想要公开身份。

c) 该名儿童参与一个社会心理学的项目，并且承认姓名身份有助于其健康成长。

5.通过和其他多个儿童交谈或者一个成人交谈(最好同时采用两种方法)，来验证儿童所

说是否属实。

6.当不能肯定某个儿童是否处于危险，无论该名儿童的故事多么有新闻价值，也要报道

整体儿童的情况而不是单独某个儿童。

7.当报道内容涉及到儿童福利时，不要给儿童或其父母或监护人任何报酬。除非确实是

为了儿童的利益着想。



新闻采访和拍摄同意书
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是由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于 2017年

5月 19日成立。自成立以来基金会以打造企业社会责任及员工公益双平台为目标，结合自

身优势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医疗水平提升，开展了包括希沃公益行、维 C健康晚餐计划等

公益项目。《儿童权益保护与媒体传播原则》旨在帮助与视源公益一起工作的任何人、在任

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辨识儿童可能遭受的危险，认识在紧急人道主义危机或在长期的发

展项目中保护儿童安全的责任，为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积极的环境。由于基金会是在中国的不

同地区展开，《儿童权益保护与媒体传播原则》的实施需要考虑到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文

化传统。

我(下述签署人)已经阅读并理解上述内容,同意遵循以下准则:
同意必须确保在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的活动和项目中的每一名儿童的权益

（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和其他人身和财产权利）。

接受《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儿童权益保护与媒体传播原则》，在拍摄和使用儿童

(0-18 岁儿童)影像资料时，遵循此原则。

致力于确保所拍摄的照片只用于原始议定的目的。

同意所有的影像资料可以公开发布到视源公益网站、微博和其它宣传资料上。

如果您发现这些影像资料使用不当的情况，请及时联系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

记者（摄影师）服务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者（摄影师）签名: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