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寒假西游记读后感(优秀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
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寒假西游记读后感篇一

在假期中，我读了这个故事有很多。《草船借箭》是《隐身
登陆》中的故事。文中的周瑜心胸狭窄，他因妒忌诸葛亮的
聪明才干，要诸葛亮在10天内造10万支箭。诸葛亮一下子就
识破了周瑜的阴谋，但他从大局出发，不与周瑜斤斤不计较，
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用妙计向曹军借了10万支箭，使周瑜
不得不甘拜下风。

在生活中，像周瑜这样妒忌心强的人，虽然很多，但像诸葛
亮那样心胸宽阔，不为小事斤斤计较的人也不少。

有一次，在操场上玩耍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把我碰倒了，马
上向我道歉，我一咕噜爬起来，怒气冲冲的向他吼道：“对
不起就完了吗?"于是我们俩个人闹翻了。下课后，他对我说：
“对不起，你也把我推倒吧!”现在回想起来，他为了我们的
友谊，可以不记前嫌，而我却认为他是应该的，我真糊涂!

如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只要克服了妒忌心理，心胸
宽阔，才能站得高，看得远，否则就会像周瑜那样，害人害
己。

寒假西游记读后感篇二

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令我着迷的电视连续剧——《西游
记》。而最近，我又把《西游记》这一本书认真地看了一遍，



才真正领略到《西游记》的文字所带来的魅力。

《西游记》一书是由《大唐西域记》改编而来的，主要写了
孙悟空的来历和大闹天宫;唐僧的身世和去西天取经的缘由;
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除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取得真
经的故事。其中孙悟空是我最喜欢的人物，它又名孙行者，
外号美猴王，号称齐天大圣。它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
压在了五行山下，无法行动，五百年后被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救下。孙悟空拜唐僧为师，一同去往西天。在取经的路上孙
悟空降妖除怪，屡建奇功，虽曾三番五次被唐僧误解、驱逐，
但最终还是一同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从中我感受到孙悟空
是一个生性聪明、嫉恶如仇、敢于反抗、热爱自由的“猴
子”。

其次我喜欢的人物就是猪八戒，它原来是天宫的元帅，但因
为调戏嫦娥，被贬下人间，但投错了胎，长成了猪脸人身的
模样。被孙悟空收服，猪八戒好吃懒做，却是孙悟空的左膀
右臂。虽然自私，却讨人喜欢，喜欢拨弄是非，一遇到困难
就打退堂鼓，但对师傅很忠诚。取得真经后被封为净坛使者。

再是沙和尚，他原来跟猪八戒一样是天宫的一名大将，就因
为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琉璃盏，惹怒了王母，所以被贬人间，
在流沙河当妖精，之后又被观音菩萨收服，拜唐僧为师，一
同去往西天取经，一路任劳任怨，取得真经后被封为金身罗
汉。

《西游记》让我领悟到了：凡事都要善于分辨真假善恶，不
要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所迷惑。要办成任何一
件大事，都绝非易事。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经历了众多的险
难，并非全是玄虚离奇的。就拿我们的学习来说吧，我们经
历的每一天又何尝没有困难呢?唐僧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
短处，正是他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才得以成功。这又让
我懂得了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团结一致，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要气馁，这样



才能成功的道理。

西游记读后感1000字2

《西游记》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阅读
它的同时获得不一样的启迪。有的人喜欢其中人物的性格;有
的人喜欢其中孙悟空降妖除魔时的风采;有的人喜欢它整体的
剧情;有的人研究它的历史背景;有的人甚至把它当作某种预
言。但依我来看，《西游记》就是一部小说，一个单纯的神
话世界，只不过从中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愿望罢了。《西游记》
中的人物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唐僧师徒、众神、妖魔鬼怪都
个性鲜明。唐僧乃是金蝉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转世，是十
世修来的好人，吃一口他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他怀有一颗
仁慈的心，没有什么神通，自然就成了妖魔鬼怪下手的对象。
唐僧不远万里去西天取经，就是希望能造福众生，使天下太
平。他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胸有大志，但力量微薄。万
水千山，妖魔到处都是，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行的，
因此他就需要收徒弟。这就同一个国家的治理绝不能靠一个
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唐僧这个人物的特点是仁慈和执着。在
取经的路上他遇到千难万险，每次都几乎丧命，但他从没因
为困难而停滞不前。唐僧的仁慈是无人能比的，他曾因为仁
慈错把孙悟空打死的白骨精当成人，并将孙悟空赶出师门。
虽然这样，但我认为这种仁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毕竟善良
比恶毒好，仁慈总比残暴好。待人宽厚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路上全靠他降妖除魔，才能使唐僧最终到达西天。孙悟空这
个人物地反封建的杰出形象。从学本领到大闹天宫，他始终
是以理为重而不畏强权的人物。封建等级观念在他面前无比
脆弱。他敢直言玉帝的过错，敢于大骂那些无用的神仙，敢
于三番五次地找如来论理。也许有人想说孙悟空做事不想后
果，但我认为我们就是因为在某些方面过多的考虑后果而使
某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完成。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就是
缺少一种勇于面对勇于创新的精神。如果因为后果不好就不
做的话，那我想至今不会有人登上珠穆朗玛峰，没有人到达
过南极点，也没有人登上过太空。我们应该学习他的那种精



神，那种不畏强权，万事理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再讲讲
玉帝吧!玉帝犯过很多错，有些是小错，有些是大错。小错暂
且不提，但有些大错也真值得思考一下。有一节中，他为了
惩罚一个犯了错的郡侯，使该地三年不落一滴雨。土地荒芜
了，树也枯死了。百姓饿的饿死，病的病死，只有一些年轻
力壮的带着家人逃荒去了。一个人犯下的罪，却要千千万万
无辜的人来替一个人抵命。这个玉帝实在不该。别人都说神
的心胸是开阔的，可玉帝却因一些小错而不原谅那个郡侯，
这难道是心胸开阔的表现吗?我认为，我们应该以玉帝为戒，
时时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他人，万事理为先，不能以自己
的主观愿望来判断是非。犯了错并不可怕，怕的是不假思索，
不加改正，怕的是下次犯同样的错。如来佛祖这个人物也塑
造的别具特色。我想他给读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他法力
的高强和他那张时刻保持笑容的脸，如来佛的法力无疑是
《西游记》中的。他只是略施法术就破了孙悟空的法术，还
将他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之久。他那张永远保持笑容的脸使
他变得温和，而不象有些大仙一样整天板着脸。他那张笑脸
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脸上包含了热情、关怀和铁面无私。
他关心众生，关心一路拜佛求经的唐僧师徒。他的铁面无私
更是令我感到震憾，可以大义灭亲地将自己的亲娘舅打回原
形。谈完了人物塑造，又来说说《西游记》整体。我在前文
中写到，《西游记》本身是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愿望的，我觉
的作者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自由。孙悟空就是这个愿望的
具体体现。他为了自由，可以大闹地府、龙宫、天宫，可以
说整个神的世界被他闹了个底朝天。孙悟空之所以这样无法
无天，这是因为他不想受别人的制约。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却常常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
这是一种十分美好的享受，是一种幸福。其实我们常常觉得
累就是因为被一些东西束缚而造成的。科学家累吗?学者累
吗?军人累吗?肯定累，单他们的累只是肉体上的累，几天就
能恢复。而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累是在精神上，是累在灵
魂里。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已经
被逐渐消磨了，人类变得麻木、无知、残暴。我们应该找回
人类祖先的伟大精神--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开拓进取，寻找



更大的自由。一部《西游记》指出了做人的道理，指出了为
官之道，指出了人类发展的道路：力量源于《西游记》，精
神源于《西游记》，成功源于《西游记》。

西游记读后感1000字3

一天，闲着无聊的我在书柜中随意翻找着，突然眼前一亮，
发现了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西游记》，作者是明代作家吴
承恩，便拿出来随手翻翻。谁想到这一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里面那精彩的故事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

《西游记》是一本科幻小说，主要记叙了孙悟空师徒四人历
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佛教真经的故事。

在《西游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他不仅武功盖世，能腾云驾雾，来去无踪，我最敬佩的还是
他知恩图报，宽宏大量的高尚品质了。俗话说;“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我想孙悟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五百年前他
大闹天空后被如来佛压在了五行山下，唐三藏只是撕去了符
咒，让孙悟空重获自由罢了。就这点微不足道的恩情，他竟
用自己的一生来回报。在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途中，他斩妖
除魔，明察秋毫，为了唐僧有时竟舍命相救，这是多么可贵
的精神啊!而我呢?整天在家“呼风唤雨”，爸妈给我的恩情，
我又是怎么回报的呢?有时爸妈稍微批评我几句，我就生气顶
嘴，和孙悟空比起来差太远了。想到这我就惭愧的低下了头，
同时对孙悟空这种知恩图报的精神敬佩不已，我暗暗发誓要
向他学习!

孙悟空知恩图报的精神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宽宏大量
的精神更是至高无尚的。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在
取经途中，孙悟空多次为师父排忧解难，唐僧却毫不领情，
直说孙悟空无故伤人性命，多次把他逐出师门，但孙悟空不
计前嫌，一次次宽容师父，定要坚守在师父身边。就拿“三
打白骨精”那回来讲吧。白骨精三次化作人形来迷惑唐僧，



唐僧是肉眼凡胎，不知她是妖精。对于孙悟空三次棒打白骨
精不禁勃然大怒：“你这泼猴，多次伤人性命，既然你无心
向善，有意作恶，今后我不再是你师父，你也不再是我的徒
儿，你走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德上马离开了。孙悟空被逼
无奈，虽然回了花果山，但他没有因此怨恨唐僧，当他听到
师父有难之时，毅然挺身而出，把“快下锅”的师父救了上
来，这才化险为夷。孙悟空可真是宽宏大量啊!再想想自己，
小肚鸡肠，一点也不能包容别人，稍有不慎就对他人指手画
脚或生气离开。记得上次前排的同学向我借块橡皮用用，我
犹豫再三才把刚买的新橡皮递给他。谁知他没有接稳，橡皮
掉在地上弄脏了。我大发雷霆，对他又吼又叫，还小题大作
的叫他赔。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为了一块小小橡皮就
断送了我们的友谊，真是太不应该了!

读完《西游记》，我明白了要有一颗感恩宽容的心，学会感
恩一切，包容一切。如果人人都是如此，世界便会永久和平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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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秀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群众创
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
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第八
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
事，交待取经的缘起。从十四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
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
除魔，到西天成了“正果”。

说起《西游记》一书，真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呀!记得
那是在我三岁生日的时候，爷爷就送给我一套儿童版的《西
游记》，书中还配有精美的插图，从那时起我就毫无理由地
喜欢上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对孙悟空。妈妈也是从这本《西
游记》入手来培养我的读书兴趣的，我记得几乎是每天晚上
睡觉前，妈妈总要给我念几个小故事。现在，我一天天长大



了，儿童版的《西游记》已经成为了我童年的记忆了，如今，
妈妈又给我买了青少年版的《西游记》，书中少了许多插图，
但语言文字却显得更加优美了。于是，我就利用这次暑假自
己认真地阅读起来了。

听妈妈读书和自己去读那可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自己读虽然
累，但却乐在其中。《西游记》是一部神话章回小说，其作
者是明代吴承恩，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讲述的是师徒四
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西天拜佛取经的故事。他
们一行四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了真经。作者给
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离奇而又惊险的故事《石猴出世》
《龙宫借宝》《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
《三借八蕉扇》《三探无底洞》等等。我看得是如痴如醉，
其中，既有贪吃的猪八戒，也有忠厚的沙和尚;既有善良的唐
僧，也有勇敢坚强不畏强敌的孙悟空。我当然是最喜欢孙悟
空了，我感觉我们国家的孙悟空比日本的奥特曼强大得多，
要是让他俩个比试比度，那肯定是孙悟空胜利了。妈妈在我
读这本书时，给我讲了有关书中的“三”字，像《三打白骨
精》《三借八蕉扇》《三探无底洞》《三打红孩儿》等，每
次的打斗基本上都不超过三次，这个“三”在文学创作中是
很多次，不容易的意思。妈妈问我：“郑郑，你从中明白了
什么样道理?”我拍了拍脑袋，想了想说：“我认为孙悟空身
上有一股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妈妈听了，赞许地点
了点头说：“妈妈希望郑郑将来也能像孙悟空那样，不管遇
到什么困难都决不轻易失败!身上要有股子不服输的精
神!”“妈妈，我懂了，你是不是说让我也成为一个孙悟空一
样的勇敢坚强的男子汉!”妈妈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个主要人物中，我最喜
欢孙悟空。我喜欢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一个筋斗可以翻十万
八千里，还会七十二变。如果我也有这样的本事该多好!孙悟
空把本事用在降妖除魔为民做好事上，想想我自己，有时仗
着个高力气大专门与同学打架，真是害臊，以后我要向孙悟
空学习，用自己的本事为同学们做好事。我喜欢孙悟空的勇



敢和坚强不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妖魔鬼怪，都能勇敢
地去面对，并且坚持到胜利为止。想想我自己，平时最怕困
难，作业一碰到难题就叫妈妈教甚至干脆不做跑出去玩了，
这样怎么能提高成绩呢?以后我做作业时一定要静下来仔细读
题，认真思考，努力攻克难题。我还喜欢孙悟空对师傅的尊
敬和忠心，每次唐僧被妖怪捉去，孙悟空总是奋不顾身地去
救他，唐僧饥饿的时候，孙悟空就不远万里去为师傅化斋，
特别是在唐僧多次错怪孙悟空并且念紧箍咒让孙悟空痛苦无
比时，孙悟空还是没有怨恨师傅，依然想着保护师傅。想想
自己，有时老师上课不认真听讲，老师批评了还生老师的气，
有一次甚至和老师唱对台戏，气得老师课都上不下去了。

读了《西游记》，妈妈表扬我懂事多了，我知道那得感谢孙
悟空呢!

西游记读后感1000字5

提起《西游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西游记》是我国古
典四大名着之一，作者相传是吴承恩，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
叶，主要描写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去
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
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书中
孙悟空这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立起了
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西游记》不仅内容极其丰富，故事
情节完整严谨，而且人物塑造鲜活、丰满，想象多姿多彩，
语言也朴实通达。更为重要的是，《西游记》在思想境界、
艺术境界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集大成者。

记得第一次接触她是上小学三年级时，那时家里刚刚买彩电
回来，那段时间刚好在播放西游记。那时候对她，我可谓如
醉如痴。放学后总是喜欢和小伙伴们托到比较晚回家的我，
一放学就飞快都往家里赶，只为观看几集。当时最喜欢的角
色是极富正义感的孙悟空，羡慕他拥有七十二变的法术，敬
佩他不畏妖魔鬼怪，总能在关键时候排除万难。于是便暗暗



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下种下了一个梦——如果我也有七十二变
的法力，我就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把老师给变没了，等下课的
时候又把老师变回来;考试的时候，我就把正确答案变到大家
的卷子上，这样大家就能都考得100分了……最讨厌的是猪八
戒，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好吃懒做、贪财好色、相貌很丑的讨
厌鬼。

读经典名着，品百味人生。希望生活不要将曾经所谓的“坏
孩子”，毫不犹豫地同化成一个模板!

寒假西游记读后感篇三

我们的'课本上的第八课《三打白骨精》节选自明代小说家吴
承恩的《西游记》。度过这篇文章后，使我感触很深。全文
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在取经路上遇到白骨精并三次打死她的故
事。全文概述：

一天唐僧师徒来到一座高山前，因唐僧感觉肚子饿，所以让
孙悟空去找东西。在悟空刚走后，妖怪白骨精为了长生不老
她摇身变作一个美貌的村姑。假装给他们送斋饭，然后趁机
抓住唐僧吃了他，然后她就能长生不老了。正在这时孙悟空
摘桃回来了，用火眼金睛看了看。见是妖怪变得。便抽出金
箍棒，刚要打就被唐僧阻止了。孙悟空说：“师傅，他是妖
怪，是来骗你”。说完便当头一棒。这妖怪见状便用法术脱
了身。悟空打开罐子，从中跳出几只青蛙、癞蛤蟆，唐僧这
才有些相信这村姑是妖怪变的。不一会儿从右边山山上闪出
了一个老妇人，悟空见又是那妖怪变的又没说话。当头一棒。
妖怪逃脱留下一具假尸首。第三次悟空叫来众仙来作证终于
杀了白骨精。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篇课文，更喜欢《西游记》。



寒假西游记读后感篇四

《西游记》这本书中讲述了师徒四人，越过了千山万水，经
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

还有他的武器可厉害了，那就是他的金箍棒，细可以细到像
一根针，粗可以粗到像碗口一样粗大。

第二个喜欢的就是唐僧。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从不贪图
荣华富贵和美色，为人友好，但是他的缺点就是容易上当。

接下来讲的就是猪八戒。猪八戒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而且
喜欢荣华富贵，贪恋美色，从不为别人着想，只想着自己。
容易被花言巧语给欺骗。

最后要讲的是沙和尚，不管是金钱还是美色，他都视为粪土。
他一心一意只想取得真经，但他的缺点就是从不分谁对谁错，
就断下结果。

读了这本书，让我明白的道理就是，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
要用心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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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西游记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愉快的寒假里，我读了这本老少皆宜的《西游记》。
本书的作者，吴承恩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
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任浙江长信县氶。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任进，闭门
著书，吴晨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吴
承恩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最后完成者。

其中这本书最精彩的一段是真假美猴王。里面是这样的：悟
空被师傅赶回花果山之后，才到门口就看见里面有一个跟自
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猴子，真孙悟空大陆掏出金箍棒，上前大
骂道：“你是哪里来的妖魔?敢变做我的模样，居住在我的山
洞。作威作福究竟是何道理?”那假孙假悟空也不搭话，也从
耳里掏出金箍棒迎住真孙悟空的铁棒，两人棒棒相迎，无法
分出真假，跳上九霄云外，拼死相斗。真假孙悟空在空中斗
了几十回合，仍分不出胜负。真假孙悟空先跑到观音菩萨，
再跑到托塔李天王都无法分辨谁是真假，最后来到如来佛祖
面前，如来佛定睛一看，就看出了妖怪六耳猕猴，最终孙悟
空把六耳猕猴打败。

此段内容生动有趣，构思大胆巧妙，文章也告诫我们千万不
要弄虚作假，假的东西迟早会被人看穿的，这样只会害了自
己。在这四个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他是一位了不起
的英雄，他有着无穷无尽的本领，有着火眼金睛，还有着七
十二变，带领师徒四人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真经。

我觉得他身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生活中不管是困难
还是挫折，我们都要去勇于面对，而不是轻易的妥协，做一
个富有正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