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优秀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在成长过程中，无数本书滋养着我，伴我度过漫漫长途。我
对书如鱼和水，紧紧系在一起不可分开。臧克家说过“读过
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当一本书真正住进你的心里，
你就会有这种感触。

妈买来了几本名著以陶冶我的情致。但我太小，只是随便翻
翻。

上学后发现小时妈妈买的书竟是四大名著，便来了兴致，随
手拿了一本《水浒传》看看，却一下被吸引住了。小时的零
碎记忆在一页页纸中被重现，记忆也随之深刻起来。当合上
最后一页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灵久久地被那一个个
英雄豪杰所震撼着，感动着。

在这昏暗迂腐，官官相护的年代，无数好汉被处处欺压。但
乱世出英雄，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们义聚梁山泊，汇成
了一股连朝廷也不敢忽视的势力。在一次次征战中，他们为
了义，救出兄弟，却也冲为了朝廷眼中的最大贼。在几经波
折下，朝廷招了安，让他们四处奔波扫平其他势力，但结果
却是，在百经沙场后散的散，死的死，就如同一部戏完结后
的惨淡收幕。

那一个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印我的脑海，挥之不去。急公好义
的宋江，智慧多谋的吴用，豪迈大力的鲁智生，武艺高强的



林冲等等，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他们是天上108位星辰，来到人间替天行道。他们豪气冲天，
为了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宋江的带领下，他们打倒污
吏，济世救民，颠覆了我们心中所谓的“义”。何为真正的
义，谁也说不清。但他们却说明了一点善、正即义，民心所
向即义。他们用自己的义，反对朝廷的腐败。

但当他们实力达到顶峰时，宋江却不顾反对要朝廷招安即使
有义，却依然要顾到忠。不是所有义都是大逆不道，也不是
所有忠都不能与义并存。也是他们四处征伐，扫灭那些本与
他们同道的贼。从那一刻开始，故事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扭转。
即使如此，朝廷依然是朝廷，它永不会为了你一点战功，而
天真地以为你以忠顺。所以，当他们得胜归来时，硬生生地
拆散了他们。

直到现在，我依然为他们的结局而感叹。但转念一想，觉得
又能怎样呢?或许那已是最好的结局了。那个时代成就了他们，
却也毁灭了他们。但到最后，他们的情也依然存在，想起吴
用、花荣随宋江自杀，我眼中便盈满了泪水。

在书的世界中，我忘记了时间，只是为那一个个故事感叹，
在书的世界中，我忘记了空间，任思绪随那些好汉心神往之。

书，带着我的灵魂在一点一滴中升华!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水浒传》让人过目不忘的就是英雄们的“忠孝义”，使我
强烈地感受到了古代英雄豪迈的气概和性格。是一本值得一
看的文学名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几篇关于水浒传的
读书心得的范文!



说到《水浒传》，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它与《红楼梦》、
《西游记》、《三国演义》并称为“四大名着”，由此可见
《水浒传》的文学地位有多么地高。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小说，
主要内容围绕着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替天行道的故事。又被称为
《忠义水浒传》，人们一般简称《水浒》，由施耐庵作于元
末明初。全片讲述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官逼民反，梁山泊
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发生、发展
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宋江、卢俊义、吴用、林冲、武松
等英雄好汉形象。

而在这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我最欣赏的还是宋江。我觉得，
宋江这个人物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他既没
有武松醉打蒋门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的威风，也没有黑旋
风沂岭杀四虎、关胜降水火二将的英勇，他的声名远扬只在
于他有着江湖上难得的义气。施耐庵之所以让梁山泊前首领
晁盖死去后让宋江继位，是因为只有他才能让其余一百零七
位好汉臣服。连脾气暴躁、难以服人的黑旋风也都心甘情愿
地叫他哥哥。宋江将他的忠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得一百零
八将上下一心。当然，光义气也不能坐稳梁山伯头领的宝座，
还要有谋略，宋江的谋略有时连天机星吴用也赞叹不已，例
如：攻下祝家庄、大败辽军等等这些功绩都是靠宋江的谋略
才取得的。

而宋江的一生中最大特点就是他十分忠，而且这个忠已经到
了愚忠的境界，导致在最后被高太尉等人害死。

宋江在故事里体现的忠、义二字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在现
在的法制社会里，像武松那样凡事用武力解决的方法是不可
取的。因此，由于时代的变迁，我们只能用欣赏的角度去看
这本书，万万不可盲目地学习其中的处事方法。

水浒传是施耐庵的一部心血之作，也是中国的四大古典名着



之一。浒，是指在水边、岸边。因为水泊梁山周围有水在流
动，所以叫做水浒。水泊也叫“王土”，故名“水浒”。水
浒传中，主要讲的是108将在梁山上的故事。书中，108将的
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施耐庵在制作水浒传的过程之中，
是先将108将的形象画在宣纸上，然后，编写内容。水泊梁山
也是一个小小的朝廷，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规矩、自由和使命。
在文中，最遗憾的就是宋江投靠了朝廷，从而为朝廷卖命。
最终，被奸臣害死。这就是水浒传中的唯一坏处。读了水浒
传后，我深深的感到，108将拼死保护朝廷，就是为了安定国
家。他们的爱国情怀是用金钱都换不来的。在排座次的时候，
无论是谁排第一，谁排最后，他们都毫不在乎，他们之间讲
的是兄弟情义，而不是谁高谁低。在他们眼里，只要是在梁
山上的人，他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在梁山
上，他们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征讨方腊时，看着108将
一个个在战场上牺牲，他们的热血洒满了这片净土，我为此
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们的英雄事迹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他们的英雄事迹也见证了文天祥的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的英雄事迹也可谓是：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施耐庵把108将的性格特点描写的非常鲜明，淋
漓至尽。文中的108将我个个都敬佩不已。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佩服武松的英雄气概。佩服林冲的宽宏大量。佩服孙二娘那
样的巾帼英杰。佩服吴用的足智多谋。佩服卢俊义的英勇无
敌。佩服花荣的百步穿杨。正是因为有水浒传这部经典名着，
才时刻让我在人生的路上勇往直前，永不畏惧。它影响着我
的一生，我会永远铭记它，珍藏它。

今天，我阅读了名著水浒传。《水浒传》是作者施耐庵根据
历史故事写出来的一本小说。

小说里写了最具反抗精神的李逵、性格刚烈的武松、最讲义
气的宋江以及逆来顺受最后走上反抗道路的林冲，他们都是
受朝廷迫害而走上反抗道路的。宋江每次打仗都用了智多星
吴用军师的计谋，他们才会战无不胜。再加上梁山泊是个易
守难攻的地方，那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所以朝廷没有把



他们攻下来。

作品中的人物个个鲜活生动，大量的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把
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智取生辰纲中对杨志的描
写，“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杨志道：‘你这般说话，
却似放屁!’”都表现出杨志的脾气火爆。一个动作或神态的
描写，人物仿佛就浮现在了眼前。我认为这部作品除了表现
官逼民反的主题外，还突出了“忠义”。梁山的将领们虽来
自五湖四海，却个个以兄弟相称，兄弟有难，个个两肋插刀，
赴汤蹈火——江州劫法场是很好的体现。除了兄弟间的情义
和忠诚。“义”也包含了“替天行道”的正——杀贪官，斩
污吏。而这些在现实中都很难寻找，虚伪与背叛好像越来越
多;追求正义的人仿佛越来越少，多的却是贪官。像梁山好汉
这样的人物已经难以寻觅，恐怕他们真的出现也只会出现在
施耐庵的笔下，出现在水浒的世界里,但他们追求正义的精神
也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因此，我们需要向梁山伯的英雄好汉们学习。

读了《水浒传》，让我受益匪浅。水浒传讲述了108个好汉的
故事，让我感受人物的赤胆忠心。《水浒传》真实反映了农
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
个整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是由层次分明而又统一连
贯的前、中、后三大段落组成。作者首先写了林冲、晁盖、
武松、鲁智深以及宋江等人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各种形式的
“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路英雄逐渐聚集，梁山
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鲁智深慷慨大方，重
义轻财。比如他请史进，赠金老。一听说金老父女的苦情，
把自己身边带来的五两银子全放在桌上，还向史进、李忠借
钱来帮助金老父女逃生。当李忠不爽利只摸出来二两银子时，
鲁智深便将这银子丢还了他。

我的偶像是花荣，他被称为神箭手。他力大无比，可拉动一
百公斤的大弓，每一箭都百发百中。 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他的



箭术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特别是在征辽的时候让我更加敬
佩他。一天辽国来挑战，只见花荣带领十二队银枪手，手持
雪山飞龙枪，身上背着天地日月弓，这大弓足有一百多斤重，
还背了一筒北斗七星箭，跳上乌骓马冲向敌阵。花荣假装逃
回本阵，那员辽将飞马冲向花荣，花荣搭箭拽弓，喝
声“着”，那箭“嗖”的一声飞了出去，那员辽将应声倒下。
《水浒传》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要有本领，我们现在要好好
学习，多学知识，长大后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

今天我读了罗贯中和施耐庵两人编写的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塑造了108位英雄好汉，有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
俊义、黑旋风李逵、浪里白条张顺、豹子头林冲、智多心吴
用等等，他们都非常英勇善战，除恶务尽，为天下的老百姓
替天行道。

我最喜欢的一短在这儿：这时山顶上一声炮响，祝家庄兵马
杀了出来。宋江抵挡不住，命令众人向亮光的地方冲，找路
出去。谁知有亮的地方有苦竹签、铁蒺藜等，喽啰伤亡不小。
宋江正不知怎么办时，石秀来了，他对宋江说：“暗传命令，
见白杨树就转弯，就能出去。”众人按石秀所说的路走，可
是还有大军挡住去路，石秀说，这里红灯为信号，如能打掉
红灯就行了。花荣搭弓射箭，一箭射下红灯，敌军失去指引，
宋江终于领兵走出祝家庄。此段写出了宋江在攻打祝家庄的
时候，他的是手下有很多能人，比如石秀，他居然可以深入
敌营，打探情报。他的手下还有柴进等宫中的人。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这几天我看了施耐庵
写的《水浒传》，受到了古典名著的熏陶。

《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是施耐庵，《水浒传》以
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



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
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
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这本书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小说把那些
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主要地位给
以充分的肯定，并对他们所表现的强烈革命精神和光辉的思
想品德作了热情的歌颂。

《水浒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是武松，他“身长八
尺”“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还
记得在“景阳冈”，武松遇到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他临危不
惧，结着酒兴，一把抓住大虎的头按下黄坑里，然后用左手
紧紧揪住大虎的顶花皮，右手握成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
之力猛打大虎六七十下，直到大虎气绝。

“景阳冈”这一打虎壮举显示了武松无比神威的英雄气概，
武松是《水浒传》中的杰出人物，武松那种“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们
也会经常遇到一些“拦路虎”，要发扬“武松打虎”的精神，
不慌张，不退缩，敢于挑战，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正确的
学习方法解决难题，努力成为学习上的“打虎英雄”。

《水浒传》描写了太多梁山好汉，他们侠肝义胆，敢报天下
不平，性格鲜明，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实在是一本
经典名著，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璀璨的明珠。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读了《水浒传》，让我受益匪浅。水浒传讲述了108个好汉的
故事，让我感受人物的赤胆忠心。《水浒传》真实反映了农
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
个整体。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是由层次分明而又统一连
贯的前、中、后三大段落组成。作者首先写了林冲、晁盖、



武松、鲁智深以及宋江等人的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各种形式的
“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各路英雄逐渐聚集，梁山
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鲁智深慷慨大方，重
义轻财。比如他请史进，赠金老。一听说金老父女的苦情，
把自己身边带来的五两银子全放在桌上，还向史进、李忠借
钱来帮助金老父女逃生。当李忠不爽利只摸出来二两银子时，
鲁智深便将这银子丢还了他。

我的偶像是花荣，他被称为神箭手。他力大无比，可拉动一
百公斤的大弓，每一箭都百发百中。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他的
箭术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特别是在征辽的时候让我更加敬
佩他。一天辽国来挑战，只见花荣带领十二队银枪手，手持
雪山飞龙枪，身上背着天地日月弓，这大弓足有一百多斤重，
还背了一筒北斗七星箭，跳上乌骓马冲向敌阵。花荣假装逃
回本阵，那员辽将飞马冲向花荣，花荣搭箭拽弓，喝
声“着”，那箭“嗖”的一声飞了出去，那员辽将应声倒下。
《水浒传》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要有本领，我们现在要好好
学习，多学知识，长大后才会是一个有用的人。

水浒传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水浒传》这部书，自成书以来，在我国广为流传，是广大
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部文学作品，影响极大且深。因此，正
确评价《水浒传》，对于批判地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有
着重要的意义。

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水浒传》这部书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就其主流而言，《水浒传》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
艺术水平上，都是成功的。

首先，《水浒传》全书贯穿了这样一条线，就是：宋江领导
的农民革命军，在以宋江为首的投降叛卖集团的控制下，是
如何向他们的敌人——封建帝王投降的，以及投降以后宋江
一伙投降叛卖集团的可耻下场和李逵等农民革命战士的悲惨



结局。使投降路线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在人民的面前展现，
从而增强了人们认识投降路线的能力。其间还穿插了李逵等
农民革命战士同以宋江为首的投降叛卖集团的尖锐激烈的斗
争。

《水浒传》的作者，通过这一条主线，阐明了一个真理：投
降主义路线是绝对行不通的!革命的人民，绝对不可以对于自
己的敌人存有任何幻想和侥幸心理，革命必须进行到底!同时
通过对宋江一心想着为宋帝当走狗，而经过千辛万苦地为宋
帝效劳卖命，成功之后朝廷却赐御鸠将他毒死的经过的描写，
又对宋江一伙投降叛卖集团的自讨苦吃的可耻下场进行了尖
锐刻薄的讥讽和嘲笑。

《水浒传》的作者，通过对梁山英雄一个一个是怎样被逼迫
上山的经过的描写，又揭示了另一个真理：乱自上作，官逼
民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对于鼓动我国明清农民
革命战争，不能说是没有作用的。

作者又通过对宋江等人“被逼”上山的经过和他们上山时的
心理的描写，又为后来投降路线的产生和发展埋下了伏笔。

两种“被逼”上山，动机全然不同，这就阐明了围绕着造反
与投降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所进行的激烈的斗争的社会基础
和思想基础。

《水浒传》通过梁山人马攻官府、打恶霸的攻无不克、战无
不胜的描写，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歌颂了农民
革命军的力量伟大。

《水浒传》抽象地、表面地肯定宋帝，说他是“有道明君”，
而把国家政治的黑暗和腐朽、官府的无能说成是一伙“奸
臣”作乱。那么，既然宋帝是一个“有道明君”，那为什么
不理朝政，而去钻李师师的暗道?国家政权为什么会被祸国殃
民的“奸臣”把持，而忠于皇帝的“良臣勇将”反而被逼上



梁山去造反?这些情况，他既是“有道明君”，为什么又没发
现，又没制止?通过这些具体内容的描写，却又具体地、实质
性地否认了宋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