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读书心得(精选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
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游戏读书心得篇一

作者是一个心理学家。过往呢，他面对的是成人，那么后来
呢，他深深地感受到孩子太重要了，亲子关系太重要了，他
就开始转入到儿童这一块。

在前言里面，他提到一条，他说：“我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很
多时候我情愿被安排做任何一件事，也不愿意没完没了地陪
孩子玩。”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如此，你要让我去扫地呀、
烧烧开水呀，哎呀，甚至让我去摘个菜呀、擦车呀……，我
可能都愿意干，甚至是让我加班，我也都愿意干。哎呀，你
要是让我去陪伴孩子，那特别是还要很专注地陪伴，还要高
质量地陪伴，还要解决他暴露的一些东西……天哪！太烦啦、
太累了！我宁可去做些其它的事情。因为陪伴孩子需要不仅
是全心的投入，更需要是随机应变，是个活的。当我没有那
样一颗定定的心，当我没有清晰思路，当我也不知道具体面
对各种场景如何去帮助孩子的时候，我就有深深的、无力的
感觉，觉得自己很无奈、很无能，不敢，想逃避。这是作者
在前言中所讲的一个核心的点。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第一章。第一章的题目是《游戏力养育
方式的价值》。毫无疑问，游戏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样
的态度、通过这样的价值观，通过这样的东西去陪伴孩子的.
时候啊，那的确效果是非常的好。这样的养育方式，也能够
让我们看到生命的美好。作者在一开头的时候啊，他描述了
这么一段，我读给大家听：



“还记得孩子在襁褓中，对你满含爱意的凝视吗？

还记得他蹒跚学步时，摇晃着扑向你怀里的情景吗？

还记得在床头跟她讲故事的温馨时光吗？

还记得与孩子手拉着手，谁也不做声，一起散步走过的那条
小路吗？

身为父母的我们，一想到这些温暖的场景与时刻，再苦再累，
也会觉得值得。”

游戏读书心得篇二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领悟呢？这时候，最关键的
读后感怎么能落下！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
精心整理的《游戏力》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科恩博士在实践中总结了与孩子进行打闹游戏中要注意的十
大规则：“提供基本安全”，我认为安全是游戏进行的保障
和前提，为孩子创设安全的环境，既有物质安全，亦有精神
安全。在物质安全上要保证游戏场所的安全性、游戏器材的
安全性、游戏人员的安全性。在精神安全方面，成人既是游
戏的参与者，也是游戏的指导者，避免游戏中言语上的伤害，
从而让孩子在游戏中受到挫折，产生负面情绪。孩子在打闹
游戏中，成人在参与中可以引导孩子制订相关规则，从而帮
助孩子提高自我控制力，一个特定的暗号或一个指定的手势，
或游戏导向变得混乱无序时，必须终止游戏，避免打闹变成
了打架。“发掘任何可以联结的机会”这种联结可以是拥抱，
可以是眼神上的交流，可以是言语上的讨论，但我们在打闹
游戏中，常会因孩子的行为触犯了成人的底限而导致我们自
身的情绪无法控制，便草草结束游戏。在日常的教学中，我
常常有此无奈，明明在游戏开始，孩子们和老师的情绪都十
分高涨、愉悦，但随着游戏的深入，孩子们的情绪越来越兴



奋，整体课堂越来越难以掌控，往往便结束了事。特别是个
别孩子，在群体中一旦兴奋起来，就可能出现攻击性的、危
险的、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孩子如何确保他们在游戏中既能
保持投入和联结，又不会伤到别人，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有时在游戏前，我会和这些孩子进行谈话，共同制定规则，
这个共同制定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建立联结的过程，如何让我
们在游戏中既感到快乐，又不伤害别人。

当你在游戏中感到自己无法控制时，我应怎么帮助你？在和
孩子探讨后，有时孩子会提出很好的建议：“老师，当你觉
得我已经无法和别人好好游戏时，你就给我个提示，我就在
旁边安静一会，再去玩”。建立联结，是了解孩子，尊重孩
子一个很好的方式。“寻找一切机会，增强孩子的自信和力
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游戏设计要难度适中，并且需要
不断鼓励孩子。特别是我们面向全体幼儿时，更要考虑到幼
儿的个体差异，不同幼儿不同对待。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最
终目标是鼓励和鞭策孩子。打闹游戏它所传达的意思是：欢
迎使用你的力量，在这不需要伤害其他人，你就可以既展示
力量，又享受联结。“抓住每个机会，处理情绪的旧伤”。
在游戏中，输赢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游戏这个方式，让孩
子的不良情绪释放出来，情绪疗伤的关键在于：让孩子回忆
起最初的伤害，但现在不必有恐惧和自卑的感受。他需要你
提醒，这次他是主导者，而且有你在旁边，他很强大，也很
安全。

“根据孩子的需要，提供适当的难度”。这个规则和“寻找
一切机会，增强孩子的自信和力量”有相通之处，只有针对
不同层次的幼儿提供不同难度的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获得
成功或释放情绪，从而获得一次新的提升，对自我有了更深
的理解，自信和力量就在这一次次的成功或释放中建立起来。
“仔细观察”，如何判断在某个时刻，是应该加强联结，还
是应该建立自信，或是该断续游戏还是终止游戏呢？我们永
远无法明确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只有通过仔细观察，你才
能提高成功的机会。观察对于教师来说，是必备的技能和工



作，观察学生，了解学生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能更
好地促进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观察也是一门大学问，如何
观察，用什么方式观察，观察中需要注意的地方等等，都是
我在不断摸索的问题。“让孩子赢（一般情况下）”打闹游
戏的最佳结局是，孩子获得胜利。让孩子在各种活动中体验
成功，是孩子产生自信的重要源泉，是孩子自我价值的实现。
这种成功的获得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件，而只是在打闹
游戏中让孩子体验，当然这种成功不是大人的'故意谦让，而
是让孩子感到自己也是竭尽全力也收获到的。让孩子体验这
种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量变的过程，但积
累到一定阶段，孩子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当有人受伤或
不愉快时，立刻停止”如果有人受伤，应该立刻停止游戏，
有些男孩子，因为他们常被鼓励要忍耐，要像男子汉，所以
在受伤时强作坚强，打掉牙往肚子里吞，这样并不会培养出
优秀品格，反而对孩子的性格有压抑，对伤情不能作出正确
判断。“不可以强制呵痒”呵痒可能有趣，但孩子会感到无
力控制局面。

表面看上去孩子笑声根本停不下来，但实际上他已经被大人
压制，无力控制局面了。如果孩子要你搔他们痒，试着迅速
地轻轻戳一下，然后在他们停止笑之前，不要再出手，不要
连续呵痒。“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别跟孩子动真的”这里的
打闹游戏，目的是加强孩子的自信和力量，因此不要让自己
的感受掺杂进来而阻碍了这个目标。同一个比自己强大、又
极力想赢的大人对抗，对于孩子来说帮助不大，这是孩子的
时间。我们要站在配角的角度去参与游戏。

结合自身的从教经验，这种打闹游戏我们在课堂上运用较少，
特别是师幼间的对抗游戏，也许自身是女性，从自己的童年
时期就没有接触这种打闹游戏的环境，而当自己为人母为人
师时，也没有尝试过用这种方式来和孩子建立联结，当然也
有自身的能力水平，打闹游戏以何种适宜的方式进行，在何
种情况下进行，在游戏导向超出预期时，又该如何引导？这
种种问题希望在后面的章节中能够解惑。



游戏读书心得篇三

大家好！现在呢，我想来分享《游戏力》这本书。

在分享之前呢，我先作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郭庆明，
南京人。08年的时候呢，从医院辞职带孩子。在带孩子过程
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在克服这些困难和挑战的
过程中，有一些资料，对我个人的成长帮助非常的大，其中
就包括这本书——《游戏力》。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劳伦
斯·科恩，这本书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读了也不下十遍。现
在呢，我想比较系统地把这本书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在网上、
当当等都有这本书或者是电子版的资料，大家可以自行去购
买或者是下载。

好，我现在开始介绍一下序言里面的一些东西。

王甘老师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它里面有几个意思。那第一
个就是她说呀，这些年来大量的教育理念来到我们身边，令
人有应接不暇之感。的确是，各种各样的新的名词、各种各
样的概念，层出不穷。好多家长在对待带孩子这件事啊，也
很认真、也很努力、也不断的去学习，花钱花精力等等，都
是想为了提高自己的家庭教养的质量。可是王甘老师说，尽
管如此，总觉得缺点什么。缺点什么呢？在我个人看来，缺
的就是：那些东西只是在头脑里面留下痕迹，变成了知识，
或者是记忆，而在真实的面对孩子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很多
的东西并没有自然地体现在陪伴孩子的当下。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但是在带孩子的时候好像
还是老一套。效果不尽如人意。嗯，要是按照游戏力的说法
呢，那缺点儿什么呢？就是缺点儿这种游戏的态度精神。这
是她说的第一条。

那么第二条呢？她强调什么呢？她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是和
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的确如此，我觉得呀，天下的`父母啊，
都非常的爱孩子，都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等等，分享给孩子，



想把孩子照顾的很幸福、很好，想通过这个来体现我们大人
那个博大的爱。嗯，甚至有时候我们去说孩子、打孩子，其
实那个出发点也是爱，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更好。这是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大人作为一个爱的一个提供方吧，我们觉得我们
是尽心、尽力、尽责地提供爱了。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作
为接收者的孩子，是否感受到来自父母的这样的爱呢？那答
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当初肯
定也像我们今天带我们的孩子一样，无条件的爱我们、给我
们他们力所能及的温暖、支持、理解等等，可是我们是否感
受到了呢？我们是否满意呢？答案呢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
所以王甘老师就强调，她说，得要让孩子感受到来自我们父
母的爱。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感受到呢？那就是通过游戏嘛！
因为游戏的方式是孩子能够理解的，是孩子能够感受的，也
是孩子很喜欢的方式。

游戏读书心得篇四

读这本书就像是走过我喜欢的地方，随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让人流连忘返。看这本书的`速度特别慢，用了大半年才看完，
因为几乎每一段话都能让我感叹，都能产生共鸣，也能让我
反思自己，有更多的想法。就像是书封面上说的：一次神奇
而充满启示的阅读之旅。

孩子的世界是纯净的，他们不会像成人一样有心思去愚弄别
人，他们只是需要爱，只是不懂得怎样向成年人去获取爱，
他们以为游戏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我们这些成年人，在长大
以后，以及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孩子时的渴求。总是想以
成人的言行去要求孩子，一次又一次地游戏邀请被拒绝，只
能使孩子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拒绝与父母沟通，父母有效
关爱的缺乏，使得孩子行为问题的出现。

在我们懂得孩子的同时，孩子也更加懂得父母，我们也更加
懂得自己。



其实，这也是一场自省之旅。

游戏读书心得篇五

读到这些场景描述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什么呢？
他提到的是“甜蜜的凝视”、“扑向怀里”、“手拉着手”。
哇，这三个都是什么呢？都是非语言，都是通过动作、通过
眼神来传递的，这样的温暖、这样的爱，这一定能够传递进
去，不管这个孩子他能不能听懂大人的一些话，也不管他的
理解能力怎么样，也不管他的表达能力怎么样，即使他只是
一个月的婴儿，他也能够完完全全感受到来自大人的爱和呵
护。其中他举的四个例子中，只有一个——睡前故事那是纯
语言的。所以这些例子呀，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领悟，这个
领悟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做父母的，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满满
的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理解、对孩子的宽恕……，只要是
心里面真的有，那么一定会散发出这样的味道、营造这样的
气场。那时候不管孩子他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不管他是平
静还是有情绪，也不管他能听懂还是不能听得懂，甭管，但
是我坚信，只要我们由心去散发出这样的智慧、散发这样的
爱的时候，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到，一定能！所以说，教育是
什么啊？在我看来就莫过于执着地去成长我们自己，让我们
自己成为爱和智慧的化身，那时候就会散发出那样的气场，
孩子就能够被感染到。

说到这儿啊，我就不由得想起我自己的孩子。那时候他还没
有语言，很多我对他做的事儿啊，我以为他都不知道。结果
等到他大了，上中学的'时候，有时候去玄武湖散步，他就会
想起来说，爸爸，当时在哪儿哪儿，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了。哎呀，当他说的时候，我还要想一想呢，嗯，是的，哎
呦，当时我对他做的事情我都差不多忘记了，可是那些事还
对他产生深深的影响，还在他的心里面，还在他的脑子里面
呢。特别是我做的对他有伤害的场景，都是印在心里面。当
他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就让我非常地难受。



游戏读书心得篇六

打开这本书之前，我正被我家两岁半的小恶魔折磨的束手无
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会毫无理由地嚎啕大哭，也不知
道他为什么可以每天玩一模一样的游戏，重复十几天甚至一
个月都不会腻。面对这样一个脑回路清奇的生物体，我迫切
地需要一本养殖说明书。

然而，《游戏力》并不是那本说明书。它没有告诉我a情况我
应该如何处理，b情况我应该如何应对，它只是让我思考……
面对电脑，我会熟练地用代码跟它对话，为什么面对孩子，
我却忘记了用他们的语言来沟通？是的'，游戏就是孩子的语
言。孩子通过游戏跟我们诉说心事，我们通过游戏来告诉孩
子：我懂你，我爱你。

当我们和孩子一起坐在地板上享受“游戏时光”，我们不再
是那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父母，孩子也不需要做那个所
谓“听话懂事”的“乖孩子”，这时你才有可能发现那个故
意往地上扔餐具的小家伙其实只是在确认他闯祸时爸爸妈妈
会不会还是一样的爱着他；那个不分由说一遍遍给你“打
针”的“小医生”只是在释放昨天他被摁住打预防针的恐惧
和压力；那个明明很开心地玩了一整天却在回家的车上哭的
稀里哗啦的小可怜只是因为今天的开心唤起了他往日的伤心
记忆，他在试着自我疗愈；那个在你做事时不断打扰你的小
捣蛋其实只是在试图告诉你：“我的水杯空了，请你再给我
加点爱好么？”

合上这本书之后，我的小恶魔又涕泪俱下地朝我跑了过来，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