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宪章 
儿童主导的减轻灾害风险行动计划 
 

 
 
在咨询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21个国家600多名儿童的基础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

儿童会、世界宣明会和国际计划共同制定了《减轻灾害风险儿童宪章》。1 
 

向儿童进行咨询的问题包括：灾害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当地社区内可以应对灾害的网络

以及儿童认为开展减灾工作的重点等等。 
 

《宪章》的目的，是为提升人们关于开展以儿童为中心的减灾工作必要性的认识，同时倡导政府、资助方和各组织

机构加强对于儿童的保护，进一步利用已有资源和知识来促进减灾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 

 

下文是该《宪章》的摘要。《宪章》根据咨询中儿童提出减灾工作的重点，按照不同领域归纳为五个主题。 
 

《宪章》的全文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将于2011年8月发布。2 

 
1) 学校必须安全，学生的教育不能中断 

 
“当我看到学校被暴风雨破坏时，我感到很伤心。由于学校倒了，我无法上学。学校是在晚上倒的，等早上我和朋

友上学时，发现学校已经没有了。”（老挝的一名儿童） 
 

2) 儿童保护必须作为灾难前、灾难中和灾难后的重点工作 
 
“我们觉得在社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莫桑比克的一名儿童）。在印度，儿童建议开展生活技能培训，这

样他们可以“提高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以远离风险和困境”，儿童还希望他们在灾难中受到创伤时能获得特别的照

料。 
 

3) 儿童有参与和获取信息的权利 
 
“我是社区紧急救援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落实社区紧急救援计划的各项原则，来降低灾害风

险。”（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名儿童） 
 

4) 社区基础设施必须安全，救援和重建工作必须有助于降低未来的风险 
 
“应该修建桥梁，每年雨季孩子都无法到校学习，因为从家里到学校途中需要穿越水沟、河流和水渠，这些都很容

易把儿童淹死。”（莱索托的一名儿童） 
 

5.) 减轻灾害风险工作必须覆盖最脆弱的群体 
 
“在我的家乡，有三个四、五岁的孩子在河堤上想要避开洪水，但最后滑倒跌进河里淹死了，因为他们不会游

泳。”（菲律宾的一名儿童） 
 
 
     
    参与《儿童宪章》承诺 
 
您可以通过支持以下承诺来支持《减轻灾害风险儿童宪章》，为

改善全世界儿童的处境出一份力。 
 
“我/我们承诺重视和促进儿童在减轻灾害风险规划中的参与。我/
我们将在2013年‘全球平台’论坛上汇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若要获取更多信息以及签字支持《儿童宪章》，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 。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


 
 

1) 学校必须安全，学生的教育不能中断 
 
在咨询期间，儿童提到最多的主题就是教育，教育也是儿童最为重视的主题。儿童希望能获得减轻灾害风险的信

息和培训，希望能将减轻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纳入到学校课程中，还希望校舍能建在更高的安全地带。“我们希

望能通过户外活动学习减轻灾害风险，因为实践出真知。”（中国的一名儿童）儿童还希望能在灾前就保护好重

要的学习资料，并先找好安全的活动场所，这样就能在灾后尽量保持正常的生活。儿童报告说，如果灾前找不到

安全的活动场所，灾后他们的活动就会受到限制，只能待在家里或在堆满垃圾或污水横流的环境中玩耍。 

 

2) 儿童保护必须作为灾难前、灾难中和灾难后的重点工作 

咨询中，儿童提出了大量与其人身安全和福祉密切相关的话题。儿童希望能远离有害的行为和做法。他们报告

说，自己在灾后没有安全感，只有危机感，尤其是当他们被迫离家后。“洪水发生后，我们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来

到这儿。我们住在帐篷里，我们在这儿觉得不安全。”（莫桑比克的一名儿童）儿童还报告说灾后的拐卖儿童、

童工和辍学事件会增多。明显可以看出，儿童的社会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一直都会受到灾难的影响，而“常规渠

道”无法为儿童提供充足的保护。 

 

3)儿童有参与和获取信息的权利 
 
儿童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参与进应对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种实践中来——他们希望能帮助宣传关键讯

息，同时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生活的社区。 
 
有一些儿童提出，相关人员已经采取了广播、村庄集会和学习参观等措施来宣传减灾信息和提升大家对减灾的认

知，但大部分儿童感觉自己仍旧被隔离在灾难相关信息以外。儿童希望得到帮助来提高他们的对灾难的认识和做

好应对灾难的准备。不应当让儿童觉得“大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了什么”（莫桑比克的一名儿童），应该让儿童

有机会作为公民履行他们参与社区减轻灾害风险活动和做出自身贡献的权利。 

 
4) 社区基础设施必须安全，救援和重建工作必须有助于减少未来的风险 

 
儿童对于灾难给社区带来的问题非常敏感。例如，儿童强调安全的医院和卫生所的重要性，以保证持续获得卫生

保健服务和减少灾难期间的疾病风险。儿童还指出有必要保障道路和桥梁的畅通，因为一旦道路和桥梁受损无法

通行，儿童就无法安全地到达学校，然后不得不待在家里。儿童还报告说，在灾难期间，好多服务都被迫中断，

重建工作也显得力不从心，无法使他们回到平常的生活标准。儿童强烈意识到应该重视环境的清洁和保护，认识

到不安全和不清洁的环境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影响。最后，儿童还明白确保生计能帮助他们保持日常生活和学习 

—— “大坝的水可以用于灌溉，从而帮助我们获得食物和更好地学习。”（肯尼亚的一名儿童） 

 

5) 减轻灾害风险工作必须覆盖最脆弱的群体 
 
儿童认识到不同的群体受到灾难的影响也会不同。他们发现有些人更容易受到影响，从而需要特别的关注；然

而，这些群体通常都被忽视和孤立。儿童列出了影响全纳程度的各种因素，包括残障、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

距离远近（具体指偏远的社区）。“在我看来，差别非常大，因为许多残障儿童得不到很好的对待，他们由于残

障被排除在外，无法获得信息。”（菲律宾的一名儿童）。儿童还认为孤儿和五岁以下的幼儿需要特别的关注。 

 
 

 
 

1. 咨询活动的实施机构和地点分别为：救助儿童会，在柬埔寨、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东帝汶、埃塞俄比亚、印度、老
挝、莫桑比克、菲律宾和瓦努阿图开展；世界宣明会，在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黎巴嫩、莱索托、

墨西哥、尼加拉瓜、菲律宾、坦桑尼亚和越南开展；国际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开展 
2. 更新内容将在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上发布。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