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戏 1：看谁反应最快

一、游戏目的

测试学员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游戏程序

1.请学员尽快回答下列问题：

（1）什么人未做父亲先做公公？

（2）全世界最小的岛是哪个?

（3）在哪里可以找到“幸福”二字？

（4）一对健康夫妇为什么会生一个只有一只右眼的孩子？

（5）一个人走进自己的房子里，总是先把一样东西放进去，那是什么？

（6）一个字从小到大都读错，那是什么字？

（7）病猫是什么颜色？

（8）鸟类的世纪绝症是什么？

游戏参考答案：（1）太监。（2）安全岛。（3）字典。（4）每个孩子都只有一

只右眼。（5）脚。（6）错。（7）五颜六色。（8）畏高。

2.请学员尽快回答下列问题：

（1）什么东西会愈洗愈脏？

（2）什么东西倒立后会增值一半？

（3）最不担心的癌症生在什么地方？

（4）陈每天都很早回家，为什么他的妻子总说他晚？

（5）张桌子四个角，砍去一个角后剩几个角？

（6）什么河可以吃？

（7）一个常有胃病又没有眼疾的人为何常到眼科诊所？

（8）什么灯在光天化日下也开着？

（9）什么电不能点灯？

（10）什么鱼是不能吃的？



游戏参考答案：（1）水。（2）6。（3）别人身上。（4）他凌晨才回家。（5）5

个。（6）炒“河”粉。（7）他是眼科医生。（8）交通灯。（9）女人放出来的生电。

（10）敲的木鱼。



游戏 2：头脑风暴

（一）基本情况

游戏类型：用于讨论中解决问题、激发新创意。

参加人数：4~6 人一组为最佳。

游戏时间：10 分钟。

所需材料：无。

场地要求：会议室。

（二）活动目的

1.帮助学员个人或团队解决问题，激发创意。

2.可以帮助学员练习创造性。

（三）操作程序

讲师告诉大家，现在我们要练习如何通过头脑风暴产生新的主意以及如何做

好“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往往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意见收集阶段。在此阶段，任何

人要坚持下列基本准则：

（1）参与者按顺序提出自己对问题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

（2）参与者只需提出意见，不需考虑意见的对错和是否实际可行。

（3）任何人不能对他人意见进行评判。

（4）欢迎异想天开（想法越离奇越好）。

（5）每个人要提出尽可能多的意见。

（6）经过几轮之后，如果有人已经不能提出新意见了，就说“过”，直到所

有人说“过”之后，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为分析意见的可行性阶段。所有参与提意见的人针对提出的所有意

见进行分析和评判，去掉那些显然不可行的，留下可以进一步尝试的或直接决定

采用哪些意见。

（1）在整个头脑风暴过程中要有 1人做主持人，1人做记录。

（2）头脑风暴 2个阶段的时间按课题大小主持人可自由决定。



（3）头脑风暴也可以将学员划分成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说明自己的意见。

（4）宣布，现在大家明白了如何做“头脑风暴”之后，让我们来演示一遍，

练习的题目是在尽可能多地想出回形针的用途。整个时间为 10 分钟。

（四）相关讨论

1.你们小组的讨论结果是否代表所有小组成员的共同意见，还是仅仅是部分

人的观点？

可能答案：往往大部分人肯定前者。

2.不同小组之间的报告是否有相互抵触。

引导方向：不同小组可贡献不同的观点、立场和视角。

3.时间限制对你们小组做一个精彩的概括是否有影响？

总结概括：具有更有效率，更能集中围绕主题讨论等优点，但也可能会形成

压力。

备注：此方法非常适合收集集体意见，运用此方法的要诀是尽量让所有人都

参与讨论。

4.在进行头脑风暴时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顾虑？

答案因人而异，比如：有些想法可能太“荒谬”，不相信这种方法可以收集

到真正的好建议。

5.你认为头脑风暴最适合于解决哪些问题？

可能答案/归纳总结：可能答案可能有很多，比如：难题、有争议的问题、

新问题……

6.您现在能想到的在工作中可以利用头脑风暴的地方吗？

可能答案/归纳总结：推出一个新产品，解决一个新问题，寻找最佳方案……

7.提示

（1）为将头脑风暴做得更好，可以将学员安排在不受电话等其他事务打扰

的地方。

（2）主持者可以口头宣布头脑风暴的原则，也可以将其写在张贴板上时刻

提醒大家。



游戏 3：你的观察力如何？

（一）基本情况

游戏时间：5分钟。

所需材料：一块指针式的手表。

场地要求：不限。

（二）活动目的

用于说明人们往往忽视日常事物。

（三）操作程序

1.向学员中的一位借一只手表（不要借数字式的手表）。

2.当你拿到手表之后，告诉这位学员你接下来要考考他的观察能力。并请全

体学员和这位学员一起在心中默默回答我将提出的这些问题。

3.然后告诉那位学员假设他的手表弄丢了，而你找到了，为了证明这块手表

是他的，你要问他几个问题。典型的问题有：这个手表是什么牌子的？表面是什

么颜色？在表面上有什么字？是汉字、罗马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这个表是否能

显示日期或星期几？这是怎么来的？

4.当这位学员口头回答这些问题而其他人默默回答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尽管人们一天要几十次地看表，但绝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回答所有有关他们自己手

表的问题。

（四）相关讨论

1.除了我，还有谁这次“考试”不及格？为什么会这样呢？

2.为什么我们的观察不够细微仔细呢？（可能是由于：时间的压力，不加关

注，认为这些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并不仔细观察。）

3.在生活中是否会因为忽视身边的普通事物而引起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