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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我的姓名权受法律保护

我们读一读

让我们了解一下关于姓名的几个权利

姓名权

姓名权是每一个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变更自己的姓

名的权利。我们同时还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姓名的权利。

姓名权保护的是我们的姓名。姓名并不限于我们在户籍机关

正式登记的本名，还包括笔名、艺名等。但对于姓名权的保护也

不是无限制的，在实践中对于姓名权保护的限制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1.我们决定自己的姓名要收到限制：符合公序良俗，不能与

别人恶意重名。

2.我们对自己姓名的使用权也要受到限制：在具有法律意义

的正式场合，应该使用正式姓名，比如报考各种考试，应该用身

份证上的姓名，不能用乳名、绰号等。

3.我们对自己姓名变更权的限制：正式姓名的变更，要到户

籍登记机关去办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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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公民使用假名，那么他使用的假名不受姓名权的

保护。

自我命名权

我们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姓名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

涉。我们的姓，原则上不能选择。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子女随父

亲姓的习惯，但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

随母姓。”如果一个人依法重新选择姓氏，法律也不应干涉。即

使女子结婚后是在自己的姓名之外再加上丈夫的姓，也是依据当

事人自己的意志决定的。

姓名一般都是一个人出生时，他的父母确定的，但这不是对

自我命名权的否定。实际上是父母代理我们命名的行为，因为那

个时候我们还太小，没有能力自己起名字。我们长大以后，也可

以通过姓名变更手续，变更自己的姓名。

姓名使用权

姓名使用权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姓名的专有使用权。使用自

己的姓名是每个人姓名权的重要内容。可以使用本名，也可以使

用自己的笔名、艺名或化名等。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够强迫一

个人使用或者不使用某一个姓名。

姓名使用权是一种专有的使用权，他人不得故意使用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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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在现实中有重名的现象，并不是侵权行为。在这样的情形

下，各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也都是正当行使权力，但是故

意混同的除外。

姓名也可以转让他人使用。通常情况下，名人的姓名往往蕴涵

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名人奋斗的历史通常能给人以巨大的激励，

人们爱屋及乌的心理使姓名成了名人的象征，因而姓名也就具有了

一定的商业价值。例如，李宁牌运动服；乔丹牌运动鞋。这种姓名

使用权的转让方式可以通过以姓名入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支

付事业报酬等方式实现。这其实体现了姓名权的转让方式可以通过

以姓名入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支付事业报酬等方式实现。这

其实体现了姓名权的财产利益。名作家的笔名发表作品，可以赚取

稿费；利用著名演艺员的艺名可以提高票房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姓名使用权的转让通常限于商业领域，但是

不准许他人冒名顶替。

改名权

改名权就是一个人按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也称

为姓名变更权。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照规

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不受其他限制。但是非法变更登记程序不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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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问一问

姓名权侵权表现在哪些方面？

1．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

2．盗用他人姓名。盗用他人姓名指的是未经他人同意或授

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实施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身价或谋求不

正当的利益。

3．冒用他人姓名。指的是使用他人的姓名，冒充他人进行

活动，以达到某种目的。

大家看一看

由于我们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能力自己起名字，而这时候又

必须有一个名字才能确认我们的身份以及权益归属等问题，所以

只能由父母代替我们起名字，他们并没有侵犯我们的姓名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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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长大后确实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也可以依法到户籍登记机

关去做姓名更改，但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去改名。

仔细想一想

我们出生的时候，父母就给我们起好了名字，他们是否侵犯

了我们的姓名权？

要点提示：

1．姓名的权利。

2．姓名权侵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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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我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我们读一读

隐私权是指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

秘密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有关我们自己比较私人的生活，可以

要求不被别人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甚至包括我们的

家人、朋友和老师都不能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有时，家长会因为想了解孩子的情况，偷偷查看我们的书包、

信件、日记、收集短信等，其实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我们的隐私

权，有的还会让我们产生抵触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积极

与家长沟通，而且要约束自身的行为，不让家长产生担忧的情绪，

他们就不会来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那么，什么范围内的信息是属于我们的信息呢？

对家庭以外而言，我们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父母的工作

单位、收入情况等等，都是属于我们的隐私，没有必要告诉外人。

但是，必要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基本信息告诉学校，遇到危险的

时候，也可以告诉警察。

在家庭中，我们也经常会因为隐私不能受到保护而与父母产

生分歧。父母有权知道我们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以及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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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因为，他们作为我们的监护人，是有责任监督和教育我们

的。当然，我们也应主动跟父母交流一下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

我们在保护自己隐私权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别人的隐私权。

侵犯同学、老师、家长隐私权的事情我们同样也不能做。

相互问一问

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包括哪些方面？

根据我国国情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以下这些行为都会侵犯

别人的隐私权：

1．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

2．非法侵入、搜查他人住宅，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

安宁。

3．非法跟踪他人，监视他人住所，安装窃听设备，私拍他

人私生活镜头，窥探他人室内情况。

4．非法刺探他人财产状况或未经本人允许公布其财产状况。

5．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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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将它们公开。

6．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诸于众。

7．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诸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

8．集公民不愿向社会公开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大家看一看

小学生也有自己的隐私权

王玲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她妈妈在家经常接到找女儿王玲

的电话，而且多是男生，这引起了她的高度注意。为此，妈妈买

来一部带有录音功能的电话机，以便监听女儿的电话。王玲发现

妈妈偷录自己的电话，十分惊讶且生气。可是妈妈却说：“你是

我女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不应该交朋友，更不应该和男

同学交往！”王玲听了妈妈的回答，又气又急，她简直不敢相信，

妈妈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她的行为是在侵犯一个公民的隐私权。

仔细想一想

都有哪些信息属于我们的隐私范围呢？

要点提示：

1．隐私权。

2．隐私权保护范畴。

3．小学生也有自己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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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打架斗殴要负法律责任

我们读一读

小强和小龙是某校六年级的学生。小强成绩很优秀，小龙则

很差。体育课上，分组比赛跑步，小强和小龙被安排在一组，小

龙第一个，输给了其他同学，小强很不满意，说：“你怎么这么

笨，学习学不好，连跑步也要输。”小龙心里也很难受，但没有

说话。小强看到小龙没敢回嘴，就故意上前推了小龙一把，小龙

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非常生气，挥手推了小强一把。两个人扭

打起来，后来，老师和同学们把他俩拉开，老师对他们俩进行了

批评教育。

我们在遇到矛盾时，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因小争执引发大的

伤害事件，要明白，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因此，与同学相处要团

结友爱、相互帮助、不可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做出让自己后

悔的举动。俗话说：“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谦让

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一种美德。

打架斗殴、辱骂他人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我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的，由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学校对未成年人学生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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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问一问

什么是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就是指一个人触犯了刑事法律、做了刑法所禁止的

事情，要承担法律后果。负刑事责任就要接受刑罚处罚，比如拘

留、判刑等。

什么是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就是一个人违反了应该承担的义务或者侵犯了他

人的民事权益要承担的责任。负民事责任就是要对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补救的责任。

大家看一看

小高和小刚是某小学五年级的同学，下课后都急着回家，在

楼道里面跑的时候，小高撞了小刚一下，小刚很生气，要求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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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小高不但不道歉，还骂了小刚。小刚怀恨在心，第二天很

早在学校门口等着小高。小高刚到学校门口，就被蹲在大门边上

的小刚一把抓过来，用小刀划伤了他的脸。学校的保安人员赶紧

把他们拉开，将小高送到了医院包扎。经鉴定小高为轻伤，后来，

小高的家长找到了小刚的家长要求赔偿。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年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

负刑事责任，本案中小刚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只有 13 周岁，从

年龄判断，还没有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纪。年满 14 周岁、未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的，致人重伤或者死

亡的才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中小高受的伤为轻伤，所以小刚也不

必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他的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

以，本案中小刚的父母应该承担小刚的侵权责任，对小高进行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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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一想

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学生，打伤了同学需要承担怎样的责

任呢？

要点提示：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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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人身安全要预防为先

我们读一读

外出活动注意人身安全

1．如果你是女性，在外出时穿着上避免过于暴露，要学会

从外表上保护自己。

2．外出时尽量不要带包，如果一定要带，请不要使用双肩

的休闲背包或者手提袋，最好用斜挎包，在外面时将包放在身体

前。不要将手机或 MP3、MP4 挂在脖子或别在腰上。

3．行路的时候应注意是否遭人跟踪，并在人多的地方适当

求援。走人行道的时候尽量靠里侧，把你的包也靠紧身体，有拉

链或者包扣的一边朝内。边走边察看行走沿线的地形地貌，留意

可疑人员，随时保持戒备心理，行走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与可疑陌

生人或障碍物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4．对在人行道上行驶的摩托车保持警惕，听到身后有摩托

车声响或者人跑动尽快避开。尽量身处人较多的区域，避开草木

茂盛的地带，让你和其他人可以彼此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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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尤其在晚上光线不太好的路边行走时，要随时张望前后

左右，注意避让企图接近的可疑人员。如果发现有人跟踪，可以

立刻横穿马路，来验证你的怀疑，必要时还可多次横穿、变换行

走路线。

6．如果有人抢夺你的包，第一时间松手把包给他，因为紧

抓不放很可能让你受更大伤害，谨记这点，生命安全永远比任何

财物更重要。

7．如果突然有车停在你身边，不要离车太近，尽量让自己

在周围人的视线内。如果你感到自己受到威胁，立刻大声喊叫，

如果有警报器，立刻打开。可能的话，记下车牌号和车的特征，

这些对于警方都是有用信息。

相互问一问

怎么拨打 110？

需要报警、求助时，可通过有线电话(普通市话、投币电话、

磁卡电话)、移动电话(手提电话)等，不用拨区号，直接拨“110”

三个号码，即可接通当地公安机关 110 报警电话。拨打 110 电话

电讯部门免收报警人的电话费，投币、磁卡电话不用投币或插磁

卡，直接拿起话筒即可拨通 110 报警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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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报警服务台主要是受理紧急报警事项。所有现行发生、

正在发生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突发事件、治安灾害事故、车

(船)祸，以及市民遇险需要公安机关帮助的事情都受理。对有关

社会治安上的一些问题，或对公安机关和民警有意见，都可以打

110 反映。

使用 110 电话报警注意事项：

1.报警要快。遇到需报警的事情，要迅速就近打电话拨通 110

台，首先向值班人员讲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

以及现在的状况如何。

2.报警时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以便值班人员做出准

确的判断，采取适应的紧急措施。

3.报警人要报出自己的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说明报警时

所使用的电话号码，便于报警台与报警人联系。需要报警台为报

警人保密的，报警台会采取保密措施，切实做好保护报警人安全

的工作。

4.不要乱报警、假报警。乱报警会影响其他市民的报警，会

妨碍公安人员执行公务。假报警是妨碍公安机关执行公务的行

为，是要视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追究责任的。市民要协助教育

好小孩不要乱打 110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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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一看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只有富豪或知名人士才有可能被绑

架，但近年来，即使是平民老百姓，尤其是未成年人，也可能成

为被绑架的对象。增强一些预防被绑架常识，有助确保人身安全。

1.首先要保持冷静与警觉，保持冷静才不致处于劣势，切记

求生的信念与逃脱的准备。

2.主动机巧地与绑匪沟通，根据其反应说些绑匪接受的话，

争取存活的时机与空间。

3.尽量进食与活动，维持良好的体能状况。

4.如对方持有利器，先设法安抚攀谈，让他放下武器。

5.衡量是否有能力逃跑，再运用随身携带物品自卫。

6.若无充分把握，勿以言语或动作刺激绑匪致遭不测。

7.如周遭有人，可乘机呼救引人注意，伺机逃脱。



南通市少年法学苑法制教育读本

17

8.应佯装不懂绑匪交谈所使用的方言。

9.伺机留下求救讯号，如：眼神、手势、私人物品、字条等。

10.一旦被绑，应凡事顺从，采取低姿态，以降低绑匪戒心。

11.可适当告知绑匪自己的姓名、电话、地址等，但对于经

济状况，应饰词搪塞。

12、一旦有机会逃开，立即以电话向家人、亲友或公安机关

求助。

13、熟记绑匪容貌、口音、交通工具及周遭环境特征(特殊

声音、味道)。

14、反复回忆事件经过之连贯及细节，利于获救后提供给警

方破案。

仔细想一想

保障人身安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法律条文有哪些？

要点提示：

1．外出活动注意人身安全。

2．拨打 110 的方法。

3．防止绑架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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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受到侵害要机智应对

我们读一读

小峰是三年级的学生，他每天放学路上，都有两个六年级的

男生拦截他，向他索要钱物。小峰不敢不给，时间长了，小峰还

谎编理由跟父母要钱。可是，这两名六年级的男生向他索要的次

数越来越多，小峰害怕极了，上课也老是走神，精神恍惚，老师

找到小峰了解到情况，与其父母共同找到那两名同学进行了批评

教育。

同学们平时受到了侵害时该怎么办呢？

1．当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怎么办？

要及时地尽自己的能力制止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当无法与侵

害方沟通时，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诉，或向新闻媒体求助，必要时

起诉。

2．当同学给你取绰号时怎么办？

告诫给你取绰号的同学，这种行为是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

要求其停止侵害，并公开赔礼道歉，适当时寻求老师的帮助。

3．当高年级的同学欺负你时怎么办？

报告老师，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学校解决问题；也可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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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让父母找高年级的同学家长，会同学校一起解决。

4．当父母或老师擅自拆看你的信件、日记或偷听你电话时，

怎么办？

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首先要主动与父母沟通，说明他们的

行为是对你的不尊重，同时也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如果父

母固执己见，可求助于老师。

5．当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怎么办？

首先寻求学校老师的帮助；还可以找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居委

会帮助；当地妇联和新闻媒体也会帮助我们维护正当权益。

相互问一问

如何防范被拐骗、绑架？

1．尽量避免与陌生人打交道，遇到陌生人搭话时要马上走

开。

2．在家长不知情时，不要轻信熟人（包括亲戚），不要单独

与之外出。

3．不炫耀、不露富、不谈论家庭情况，保护好自己的财务

和家庭信息。

4．注意把自己融入到集体当中，不要离群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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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寻求帮助时要找可信的人，有困难首先告诉老师和家长。

6．不请不了解的人当家教，要在审查家教背景和家教机构

资质后再签合约。

7．有异样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汇报，牢记家长和学校电话，

情急时直接拨打 110。

8．被拐骗绑架后要冷静思考自我营救的办法，不要慌张，

不要放弃希望。

大家看一看

小张是某校的一名初二学生，因为成绩差，经常遭到父母的

打骂，后来父母要求他放弃学业，还安排他到一家工厂上班。老

板叫他和其他几个未满 16 周岁的孩子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

点（除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外）工作，如此长时间的劳动，使他

们正在发育的身体受到摧残，心理和精神都受到很深的伤害。

小张父母的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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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工厂老板的行为违反了《劳动法》中关于我国最低就业

年龄为 16 周岁的规定，属于雇佣童工的行为，他们的行为都是

违法行为，都侵害了小张的生命健康权和受教育权。

仔细想一想

当学生们的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

要点提示：

1．防范被拐骗、绑架。

2．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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