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 西游记的读
书感悟(实用7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感悟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孙悟空。

——题记

《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普遍阅读量极高，无论
是书籍，电视剧还是动漫，都极受读者的欢迎。而我在小时
候也看过《西游记》的动漫。

儿时·朦胧

孙悟空教会我坚持。

在小学时看《西游记》的动漫时，总是看到孙悟空打败妖魔
鬼怪，我就会配佩服的五体投地。孙悟空深深地影响着我。

就在一次爬山的时候，才开始，还说好一些，可是到后来越
来越不行。没办法，妈妈只好抱着我吧。

就在这时，似乎有一缕清风透过我的背心，有一束阳光照进
我心上，碎在我心窝里。

猛然间，我又想起了孙悟空，想起他九九八十一难的坚持，



这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从妈妈怀中下来，一口气往前跑，
直到山顶，妈妈看着满头大汗的我笑了，我也笑了。

过往·迷离

孙悟空教会了我机智。

在现在的生活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都需要我们
一1克服。上次我在自己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两个怪叔叔，
给了我一把糖，还笑眯眯的说到小朋友这个糖很甜的，你要
不要尝尝啊，教教我。准备接手时，我突然想起妈妈告诉我
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更不要跟陌生人走，我马上有意识的
往外跑，可是你把大手淫扯着我的衣服啦，我不管三七二十
一，上去就咬一口他啊啊的讲，我马上趁这个机会跑出去，
他俩也不干，嘴边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于是马上赶了出来，
我立马跑到人多的地方，这一差，那五似乎孙悟空正在对我
说不要紧，张让大人帮忙。

就在这时，似乎有一缕清风透过我的背心，有一束阳光照进
我心上，碎在我心窝里。

最终我成功的和救了回到家中，妈妈看着狼狈的我，而我却
笑了。

如今·彻悟

孙悟空教会了我坚强。

《西游记》一直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度过春夏秋冬的《西
游记》。孙悟空原本是一只生性善良而又活泼的猴子，经过
了九九八十一难后，他似乎变得沉着冷静而又机智，从他的
身上，我不仅学会了坚持机制，还学会了坚强。不管他被压
在五指山下，还是他陪伴着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他
得给我最大的启示，要坚强。



就在这时，似乎有一缕清风透过我的背心，有一束阳光照进
我心上，碎在我心窝里。

孙悟空，让我勇敢地面对困难，是你教会了我坚持，教会了
我机智，教会了我坚强。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西游记》，中国四大古典之一，是一部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的神魔长篇小说。由吴承恩先生编写，跟《三国演义》，
《水浒传》，《红楼梦》合称“四大名著”。里面的故事栩
栩如生，十分经典。

《西游记》被分成三大部分来写，分别是“孙悟空大闹天
宫”，“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和“唐僧师徒取得真经，修得
正果”。其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是本名著中最经典的部
分。这一部分体现了孙大圣的本领高强，武艺高超。——可
不是嘛，在文中就说到他吓得龙王心惊肉跳，唬得虾兵蟹将
魂飞魄散，还有如意金箍棒在手，简直就是无人能敌。

去掉猪八戒吗?不行!别看他好吃懒惰，孙悟空被唐僧赶走时，
还是他巧妙地运用激将法把孙悟空给请来的，如果去掉他!谁
去请孙悟空?所以不能去掉。

那去掉沙和尚?也不行!沙和尚虽然很容易被别人牵鼻子走，
但是，他为人老实，唐僧和孙悟空都很信任他，在唐僧变成
老虎的时候，要不是他向孙悟空下跪求情!唐僧还会从老虎变
回人吗?所以也不能去掉。

那去掉沙和尚和猪八戒不行，就只能去掉唐僧或孙悟空了，
那我们就去掉孙悟空，不行!这一路上的妖魔鬼怪都是他斩杀
的，去掉他!谁还来斩杀妖魔?所以还是不能去掉。

那只有最后一个了，唐僧。唐僧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行脚僧，



除了念经和紧箍咒，去掉他总行了吧。更不行了!为什么?他
明明什么都不会呀!对!他是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是里面最
为重要的人物，去掉他!谁还会去西天取经，又有谁可以收留
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并且去冒那么多不必去冒的险啊!
所以唐僧也不能去掉。由此可见，团队是多么重要啊!如果少
了一个人，随时都可能会使团队坍塌或着解散。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三部分——“唐僧师徒取得
真经，修得正果”。这里写到了唐僧师徒不畏艰险、取得真
经的故事，而且还被如来佛祖封了许多的仙号，真是令人感
到可喜可贺啊!再回想一下他们师徒前面的困苦经历，真是令
我无比感动，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敬畏感。

这就是我读《西游记》的感受。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吴承恩大师笔下的《西游记》呈现给世人一个魔幻的、超现
实的世界。人们总说《西游记》乐在看悟空与妖魔鬼怪斗智
斗勇，或乐在看圣僧普度众生一路苦行，实质上世人热衷的
不过是书中人物的善良快意，不过是向往那个世界的自由。

孙悟空生于石缝，没有人的情感，仅存孩童纯真。初，其在
花果山自由生活，于水帘洞首称王，秉承妖不犯我我不犯妖
的生存理念过了一段逍遥自在的日子，直到玉帝未雨绸缪，
下旨给予仙聘，让顽猴得了个弼马温闲职。奈何大圣天性自
由，又凡事是个由着性子的主儿，怎能眼睁睁看着千里良驹
受仙人制约不得自由呢?面对琼浆玉液鲜美蟠桃的他又怎能控
制住自己的欲念呢?可是条条框框的制度容不得他我行我素，
仙人的自尊心更不允许一只石猴来触犯天宫威严，所以天罗
地网向大圣扑来，在花果山外，自知理亏的大圣再三退让，
不与天兵发生冲突，可是兵将不依不饶，逼得大圣退无可退，
他只剩反抗这一条路。于是大圣杀红双眼，血洗天庭。



最终败于如来之手，在五指山度日如年。其实现实亦是如此，
所有所谓的叛逆都会被所谓的权威镇压，已经习惯自己制定
的规则的统治者不允许外人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样的世界，
人们怎么会喜欢?所以所有的美好寄托都在虚拟的文学作品中。

在那个和现实一样肮脏不堪的书中世界，即使是妖又如何，
其目的也比人的心灵纯粹。齐天大圣第一任师傅给其取名法
号悟空，三千世界皆是色，佛言色即是空，“世皆悟空”意
为世人的内心空空如也不留杂质，能看透大千世界的形形色
色就能无忧无怖，了然物外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能让自己
从复杂的世界抽离当然是种解脱，可是现实中人达不到超然
物外的境界，就只能把自已置身于小说中，把自己带入天不
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的角色，大闹天宫，叱咤深海，只为自
己而活。

这是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这还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更是世
人在面对皇权苛面对捐杂税时的无声抗议!可是在文学作品中，
无论内容怎样控诉无边黑暗，结局一定会向权威妥协，这是
时代的局限，也是文学工作者自己在画地为牢，他们或理性
或浪漫的情怀都基于对未来的期许。

无论现实是怎么样的黑暗无边，他们的眼睛总会捕捉到哪怕
一星半点的光芒，那一点点的光就能照亮他们笔下的灵魂。
虽说是魔幻小说，但字字句句都在鞭笞现实，作者的叛逆与
懦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精神上的不甘和肉体上的挣扎都凝成
《西游记》的一章一回。

我所敬佩的正是在大师笔下，不羁的灵魂与残酷的现实共舞。
真要是“世皆悟空”那么人也就没必要称做人了，在我看
来“悟空”是要悟出浮华之空，悟得生命之实才好，过得七
分通透足矣，留得三分糊涂好不让自己困于烦忧。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中国四在古典名着这一《西游记》可谓家谕户晓，妇孺皆知，
即使没看过原着也读过小人书看过电视剧，据说《西游记》
是世界上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不但中国人爱看，连外国
人都爱看。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看《西游记》有不同的乐趣，
小孩看滑稽搞笑，大人看超脱现实，就从事教育职业的人来
讲从中也能得到有益的领悟，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就是一个小
班制的班级，唐僧也是一个出色的“转差”名师。

试想唐僧从小在寺院里长大，接受的佛家教育培养，年纪轻
轻就成为长安有名的传道僧人，如果是现在他至少也是个经
常讲公开课的名师，是教师中的“大腕”，要不然观音菩萨
也不会将三个犯了错误的学生交给他来教育。特别是孙悟空，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聪明敏锐却不谙世事，经常做出格的
举动，在须菩提祖师那学了一些本事更是忘乎所以，大闹金
銮殿不说还把玉帝赶到桌下，这样大逆不道的罪过被罚压在
五行山下也是应该的;猪八戒调戏妇女，而且是老板喜欢的女
人，被贬下界;沙僧还算是个好学生，老实本份不擅沟通，但
在天庭惹祸打碎名贵文物也不是小错。但经过十四年的西天
取经路，三个学生都改过自新修成正果不能不说是唐僧是有
功劳的。

那么唐僧这位名师有什么高着教化他的三个徒弟呢?

唐僧是“长征”式苦行教育的践行者，20xx年中央电视台组织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重走长征路”活动，最多也不过走二
万五千里，参与者备受教育。而唐僧师徒四个走了十万八千
里，历时十四年，不可谓不苦，不可谓不累，用的就是这种
劳筋骨苦心志的教育策略。轰动一时的准安“行走”教育跟
唐僧比起来简直小屋见大屋，唐僧才是行走教育的创始者，
唐僧没有把学生关在屋里读死书，死读书，整天做卷子参加
考试，而是把学生送回大自然，因为他认为行万里路就相当
于读万卷书。



唐僧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唐僧从小爱读书，即使当上老师也
手不释卷，有几次正是在聚精会神地读书被妖精抓走。按说
唐僧已是得道高僧，经卷内容已烂熟于心，可还是爱读书，
因为他知道学无止境，如果不继续学习迟早会被社会洮汰。
他主动申请西天取经，到外国深造，他的好学精神打动了唐
皇，于是派唐僧公费出国留学，还与唐皇结为异姓兄弟，这
等礼遇可不是谁都有机会的。唐僧擅长辩论，在与妖怪化身
的道人辩论中有理有据，言辞凿凿，说明他博览群书知识丰
富，而且有坚定的信念扞卫自己的信仰。当老师就要学习唐
僧的好学精神，时刻感到知识危机，做永不落伍的老师。

唐僧具有因材施教的先进思想，唐僧知道知人善任，大徒弟
孙悟空本领高强，在冲锋陷阵时首先想到的是孙悟空，探路
化斋都由孙悟空承包，但他冲动鲁莽，不太听话，于是唐僧
就用紧箍咒来约束他。二徒弟猪八戒意志不坚定，好吃懒做，
唐僧用的是赏识教育，把他时刻放在身边，关心他并从心里
喜欢他。沙僧老实谨慎，为人诚恳厚道，任劳任怨，于是唐
僧就让他挑担子，知道他不会丢三落四，不会怀有二心。

唐僧是举止文雅的绅士，唐僧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少年老
成，举止稳重，为人低调，长相标志，具有书生气，谈吐文
雅，从不说脏话，即使多次被妖怪抓走险些送命也没有多说
一句气愤辱骂的话。三个徒弟受他的熏陶做起文明人了，在
几次进入别国宫庭，遇见国王大臣时都表现的举止得体，进
退有度，孙悟空为国王诊病，猪八戒撞天婚，就表现得很有
知识很有涵养。

唐僧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孙悟空经常惹事，三打白骨精时
唐僧曾两次原谅他，即使最后一次驱赶他，用紧箍咒咒他，
心也是不忍的，实在是超过了他的心理底线了，才决定放弃。
但唐僧明白过来后还是把孙悟空留了下来，避免流失在社会
中，给社会造成危害，也成就了孙悟空日后的正果。

唐僧有些做法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比如时常说教、古板、



不会武功、做事一根筋等，即使是一些长处也很难得到现代
学生的认可。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唐僧是个好老师，我们应学
习他的过人之处，让我们的学生都能成“正果”，而不是误
人子弟一辈子。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
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
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构成了鲜明
的比较，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
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
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
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
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我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
愧自我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
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务必
修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
都不适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
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一样的感受和启示。有
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
喜欢它活泼诙谐的语言;有人干脆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政
治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游戏之作”，



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我在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种共鸣
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

一、自由在经历了又一个个性受制约的学期后，孙悟空这个
形象完全激发了我内心潜在的，但根深蒂固的向往——对彻
底的自由的向往。孙悟空破土而出，“不受麒麟辖，不受凤
凰管，又不受人间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
山自在称王，能够说已经到达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
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
特点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他的一切斗争也都
是为了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我一种寻找自由、
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总之，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自我的生
存状态，尤其是精神方面较为安于现状，缺乏一种开拓进取，
寻找更大自由的精神。

二、神话如今也是一个远离神话的时代。日常生活过于现实，
使充满幻想的事物遭到排斥。神话绝非幼稚的产物，它有深
邃的哲学好处和丰富的文化。谢林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
中说:“神话乃是各种艺术的必要条件的原始质料。《西游记》
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颠峰，也是神话文化的至高境界，然后中
国的神话文化渐渐没落了，神话不被人重视，连《西游记》
也少有人问津，只有孩子们会被孙悟空征服，于是也只有孩
子们抱有对未来浪漫的、梦幻般的期望。”

三、英雄“英雄”有许多不一样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
杰出的人物，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胸。
我认为，英雄是那些顽强地掌握自我命运，并为崇高理想而
奋斗的人。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
我的尊严，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悬
殊，发自内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
为的勇士才能凸现出其英雄本色。复读《西游记》，让我觉
得其不属于一般名著的特点。我相信，也期望它永远向大家
展示着“自由、神话、英雄”三个主题，给大家带来激励和
源自内心的力量。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这是一部具有童话、神话双重性质的小说，书中讲述了唐僧
以及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
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正是这精彩离奇的故事情节吸引
着我看下去，全书80多万字，没过几天，就把这个1000多页
的书看完了。

《西游记》中塑造了四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
佛、顽固执着，一心想取得真经;孙悟空正义大胆、神通广大，
有情有义，能降妖除魔;猪八戒贪财好色，贪生怕死，好吃懒
做，但又不缺乏善心，有时也很英勇;沙僧心地善良、敦厚朴
实，老实忠诚，默默无闻。这师徒四人各有各的特点，性格
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吴承
恩爷爷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他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正是他写
作的精妙之处。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孙悟空，因为他
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不怕吃苦，心胸宽广，对唐僧忠心耿
耿，被糊涂、没有主见的唐僧冤枉时，他不记前贤，仍然不
顾一切的来保护受到妖怪威胁的唐僧，一路保护他成功地取
得了真经。而且在孙悟空身上隐约的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以
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精神着实令我十分佩服。
从此，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我认为我们的学习成绩，就是我们要取得的真经，有些人像
中的像沙河尚，诚恳老实!对任何事都不会敷衍了事，总是一
点一滴的学佛法的精深和奥妙!有的人像孙悟空，活灵活现，
足智多谋，特别聪明，对学习有很好的兴趣，回到家，老是
把当天所学的复习一遍，没有学的预习一遍，巩固一下知识。

而有的人却像猪八戒，懒惰，对任何事情都是草草了事，没
有一点耐心。

如果大家不会像猪八戒一样，好吃懒做，就会像唐僧、孙悟
空、沙僧他们一样对学习坚定的决心，“取得真经”!



这部《西游记》的真正含义恐怕也就只有吴承恩爷爷一个人
明白，按我的水平也就领悟一些皮毛而已。可是不管怎么说，
《西游记》始终是广大群众的最爱，我们可以在吴承恩爷爷
的笔下感受到一个精彩、幽默、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其中
的道理，有很多，以上是我的感悟，每个人的体会都不一样，
相信你也会有一个新的领悟。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感悟篇七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
讲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
故事，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修改的电视机
不明白看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
了就喜欢上了它。

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
孙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
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
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
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
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
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
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在打白骨精这一回里，他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
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是凡人他并不明白那是妖怪，悟空
的解释他完全不听，而是念他的紧箍咒，疼的孙悟空满地打
滚，最后唐僧还要和孙悟空断绝师徒之情，孙悟空被迫无奈，
只好又回到花果山。但是孙悟空心理并没有怨恨师傅，更没
有去报复师傅的想法，他把委屈全都藏在心理，而且心理总
是想着师傅的安危，可见他对是师傅的真心。这一路上他们
经历艰难险阻，不管多累，多饿，不管妖怪是多么的阴险狡



猾他门都一一打败他们，把师傅从危难中救出来。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在
当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呱
呱落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他们又教我
们怎样做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
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
交益友，可见书何其的重要。

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就应多读书，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