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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念是好的，对纠正现代教育之弊确实有启发。然而大环境难以改变，中国国情更是特别~~所以
看完了依旧茫然
2、玩的教育是我们成人严总缺乏的一项技能，不会玩的孩子肯定没有出息，会玩的孩子真的有未来
。
3、我非常喜欢孩子，常常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因为常常观察他们，所以只要发现哪个孩子最会玩，
就百分百可以确定将来的人生是最成功的，就像书里说的一样，希望更多的父母可以学习这一点
4、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有意思的的，比什么是有意义的重要多了，而玩耍就是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
5、人类沿革进程中，社会环境和变化使得人类无法及时调整天性适应枯燥单板的学校教育，问题提
出的特别棒，但给出的答案却不是那么让人满意。
6、1994年Peter Gray的一本书，作者是大牛！
7、值得一读的好书
8、让孩子自己挖掘自身力量
9、传统教育抑制好奇心，制造压力；成人的干预禁锢天性。而生活中的玩耍能使孩子懂得规则，学
会社交，激发兴趣。
10、翻译通俗，作者一些观点对我有启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视角看游戏的价值，可见不同的社会形
态对儿童游戏的影响；学校是历史发展产物，义务教育将学校变为儿童监狱；游戏的核心内涵与儿童
自我教育等。
11、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总结的游戏精神适合社会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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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没有看这本书，是从微博上看到推荐寻觅至此。看了大家的一些评论，感觉不单是与儿童交往，
与其他人交往也是一样，要意识到其他人的需求。这样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彼此都能成长。自己
小时候也算是尽情玩耍过吧，不过都是在父母无监管的情况下。
2、我一直鼓励孩子多玩耍，但是我的方法比较随意，尽管我有这样一个理念，但有很多地方考虑得
还不够周全，这本书恰恰填补了我的一些“断档”的想法，而且还有了更好的提示。玩耍的力量对人
的影响很大，我觉得甚至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对某些事物的爱好和追求，可能在成人之后会一直持续
下去，有的人很聪明的把最初的那种美好感觉过渡到现实中来，拥有了快乐的一生。而什么样的生活
是快乐的呢？能做自己喜欢并且热爱的事情就是最快乐的。在玩耍过程中，孩子所得到的暗示是可以
塑造他们的性格的，大量的信息以及各种感受通过玩耍传递给他们，而且这些信息还是在一种比较轻
松愉快地气氛中获得的，所以他们会更容易接受正面的引导。小孩子大多都是比较容易情绪化的，往
往在儿时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他们的共性就是，都不会拒绝玩耍，更不会拒绝来自父母
的关爱（偶尔处在叛逆期的孩子可能比较特别一些，但是他们的内心也是渴望爱的，只是表现的方式
更叛逆一些）。所以，要和孩子们沟通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他们玩，玩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孩子
的很多想法，你会发现那颗小小的心里面其实装了很多有趣的东西，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
都应该更加了解自己的孩子，这样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亲子关系。可是很多成年人面对孩子的时候总是
会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玩什么？怎么玩？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所以说，还是要先了解孩子
才能打开孩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和孩子玩很简单，但是却需要父母付出足够多的耐心，更是一个
考验父母创造力的事情。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我喜欢作者的教育理念，推荐给所有爱孩子并且寻找
更好的亲子关系的父母们。
3、作者通过几十个案例告诉我们，孩子的任何行为都在表达着一份合理的内心需求，只不过表达方
式有时是无理取闹，例如：事事对抗，每天在幼儿园门口粘着妈妈，遇到小挫折就大哭大闹，经常打
人，不好好写作业，总是欺负弟妹，等等。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就是及时而准确地“翻译”出
隐藏在这些表面行为背后的需求。另一方面，作者建议了大小几百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根本目的是
提醒我们：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第二步，是将我们的关怀、爱心、赞赏、鼓励、期望和界限等等，“翻
译”成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游戏，是孩子的第一语言。如果我们想告诉孩子什么，那么
最好的方式是“玩给他看”，而不是“说给他听”。既然我们都同意让孩子“在玩中学知识”，那么
让孩子“在玩中懂道理”、“在玩中建立自信”也会同样有效。书中深刻的分析，显然来自深厚的专
业功底，然而全书几乎没有出现专业名词，轻松的阅读中处处能体会到一位游戏大师的幽默与亲和。
最难得的是，书中对父母没有批评，只有体贴和建设性意见，因为作者本人也是一位父亲。
4、拿到新书开始迫不及待，特别棒，完全可以学以致用，容易上手。这本书的重点，是讲述玩耍重
要性，以及玩耍如何开发创造力的，从而激发孩子内在的自信力，并重建父母与孩子间亲密沟通的桥
梁。玩耍精神，被很多人喻为亲子沟通的“双向翻译机”。一方面，作者通过几十个案例告诉我们，
孩子的任何行为都在表达着一份合理的内心需求，只不过表达方式有时是无理取闹，例如：事事对抗
，每天在幼儿园门口粘着妈妈，遇到小挫折就大哭大闹，经常打人，不好好写作业，总是欺负弟妹，
等等。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第一步，就是及时而准确地“翻译”出隐藏在这些表面行为背后的需求。另
一方面，作者建议了大小几百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而根本目的是提醒我们：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第二步
，是将我们的关怀、爱心、赞赏、鼓励、期望和界限等等，“翻译”成让孩子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
言。玩耍，是孩子的第一语言。如果我们想告诉孩子什么，那么最好的方式是“玩给他看”，而不是
“说给他听”。既然我们都同意让孩子“在玩中学知识”，那么让孩子“在玩中懂道理”、“在玩中
建立⋯⋯” 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他天真烂漫，纯真无邪，感受快乐，不要把他遗忘在你
的童年中。让你心中的“小孩”与你的孩子对话，就会感受到孩子的真正需求，放下家长的架子和抱
负，让孩子的笑声带领你往前走。游戏力就是这么一本书，让你找回心中的“小孩”，学会孩子的语
言，进入孩子的世界，让孩子在充满爱的游戏中获得力量，勇敢的去面对真实的生活和未来的挑战。 
看过很多种育儿图书，但《玩耍精神》是最与众不同的一本，没有那么多冗长的大道理，也没有难懂
的理论，而是教会如何用孩子们的方式（也就是玩耍的方式）去了解孩子，关爱孩子！当然，《玩耍
精神》也是我看过的最有用的一本书，虽然是美国家庭，但孩子捣乱搞怪的招数还真雷同呢。那么多
来自生活的例子，拿来就用！真诚推荐给大家读一读，相信一定能让你学到一种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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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身就是心理学教授，很权威。
5、书里的许多观点挺有启发的，而且里面提到的一些游戏的方法，也蛮实用的。以前只希望孩子和
大一些的孩子玩，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其实，和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玩，也是能学到许多
东西的，比如培养孩子的爱心，学会体贴人、照顾人，往大里说，还能锻炼孩子的领导能力。再一个
，对孩子们的玩耍还是有点担心，有点安全方面的顾虑，唉，离开大人的视野，总是不够放心。再说
，现在玩耍的地方也不多，比如说去公园，也不是天天能去的，小区里的同龄孩子真不多。但我还是
很同意作者说的，孩子要多玩，要会玩，没有玩耍，就没有成长，没有玩耍的学习，其实是把孩子培
养成了书呆子，有知识但不会用，更别说社交能力，还有好的性格了。就我观察到的，凡是善于玩的
孩子，情商都挺高的，好的情商有助于孩子将来的长达成才呀。
6、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随意地玩耍比在课堂学到更多。作者从孩子们的心理出发，向我展示了玩耍
中的孩子在想什么。他们会为了游戏的持续性，控制自己，分享自己的物品与知识，不断挑战难度，
精进自己的技巧和能力。最重要的是，游戏释放了积聚在心头的压力，玩耍时没有负担，只有自己开
心与别人也开心。注重提及的民主的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一个没有课业竞争，完全由孩子与成
人共建的玩耍与自我学习的地方。学生们通过和混龄的孩子玩耍，与成人辅导员的交流互动，辨别是
非，发现自己喜爱与擅长的方面，没有考试没有作业，只有兴趣和自我教育。对，孩子是天生喜欢挑
战自己，完善自己的。因为社会的快节奏以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少的互动，很难想象家长会同意让孩
子单独地与不同孩子玩耍而完全不担心。许多负面的新闻时时刻刻提醒家长外面的世界是多危险。我
们以在课堂学到的东西而压抑孩子们玩耍学习的天性，认为只有在课堂学的到知识，只要是解题工具
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越接触社会越发现，往往是在课堂之外自由玩耍的孩子，才是最了解自己又
最适应社会的人啊。最让我有感触的作者的一句话，&quot; 想要培养促进人的某种特质，最有把我的
方法，就是以ta已经拥有这项特质的方法来对待ta。”孩子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玩耍中不断突破自
己掌握新技能，而我们又为何那么不信任孩子可以做到他们认为能做到的事情呢。

Page 8



《玩耍精神：会玩的孩子真的有出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