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篇一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
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他的金刚不坏，叱吒风云的成功
吸引了我，特别是他这句“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
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
烟消云散!”真的是让我由衷的佩服他，他这句话也体现出他
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让我深有感触。

还记得几年前，那个时候的我，就像一只躲藏在海螺里的寄
居蟹。那个时候的同学就像光明和海水一样刺激着我的感知。
直到那一次的艺术节，让我出了这壳看到了光明。

又是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我们班这方面一直很活跃，报名的
同学当然不计其数。当时的我真的是连话都不敢跟同学说，
直到昨天晚上受到了妈妈的开导。所以我决定要勇敢一回。
我走上讲台，在报名表上写上我的名字同学看到了纷纷看向
我，都在呢喃道:“就她?和空气差不多的存在，还报名唱歌?
别给我们班丢脸。”当时的我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眼里
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好似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但是我
知道，生气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决定用事实反击他们。我更
加努力的练习歌曲，一遍又一遍。终于到了竞选的那天我超
常发挥，居然通过了。回到班上，几个同学听到我进决赛的
消息都很惊讶。说什么的都有，明明我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进



的决赛，凭什么就因为评委我认识就否定我的所有努力的结
果，当时3我愤怒到了极点,那两颗金鱼眼气得快要掉下来，
我知道这样没有用，所以我回去更加努力练习。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决赛终于到了，也到了出“壳”证明自己的时候
了。灯光射在我身上五颜六色的丝绣和头饰上,激起一片金碧
辉煌的彩霞。我看着台下的观众，额头上晶莹剔透的汗珠在
阳光的映射下顺着脸庞缓缓低落，打在衣襟上沁湿了心。我
自己安慰自己。随着美妙的音乐缓缓响起,演出开始了.只见
舞台上五颜六色的的灯光随着音乐忽明忽暗,令人眼花缭乱.
红光像火,粉光像霞,黄光似电···我瞬间把紧张感全都忘
记，全身心投入到歌曲里面，“晚风吹动着竹篱，月光拉长
的身影……”把观众瞬间都带入了快乐的世界……一首歌唱
完感觉全身心舒服，谢幕后我走下台看到了之前的那几个女
同学，她们看着我说:“哇你唱歌好好听啊之前是我们误会你
了对不起。我们做好朋友吧!”

从那开始我开始知道原来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规定好的，只
是我们自己缺少孙悟空那种不服输和顽强不屈的意志而已。

敢做敢为，敢与担当，从不推诿，不管自己能力是否能达到，
都会尽全力去做，去想办法来解决它，不认命让我们一起成
为自己心中的孙悟空。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篇二

我是一只小书虫，最喜欢在书中的海洋里遨游。最近四大名
著之一的《西游记》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

《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我带着好奇的心
情，进入了书中。书中的人物很多有千变万化、神通广大，
善恶分明的孙悟空;有善良的唐僧;有好吃懒惰、沉迷于女色、
总爱搅局的猪八戒;有很多想吃唐僧肉的妖怪。在漫长的取经
道路中，唐僧四徒遇到了很多妖魔鬼怪，但他们永不放弃，
勇敢的面对，一次次的`战胜了它们，可是中途遇到了白骨精，



它假扮成了一位少女，但除了孙悟空，其他一个都没认出这
是妖精，孙悟空一棍打下，便把它打“死”了，可唐僧却责
怪了孙悟空还把他赶走。可没有了孙悟空他们怎么打也打不
过，之后孙悟空被八戒叫会来了，才把他们解救成功了，之
后他们又继续取经。

书中我最喜欢孙悟空了，因为他会七十二变，会斩妖除魔，
行凶仗义，可以活好久好久。如果能给我一次变的机会，我
会选择孙悟空，这样我就能斩妖除魔，能七十二变，能活很
久，能行侠仗义。

这部出色的神魔小说，曲折惊险，引人入胜，赞美了唐僧四
徒的坚持不懈，还展现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们一起战胜
了一切困难。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篇三

这个寒假，我阅读了《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
著之一，书中精彩的内容深深吸引了我，激励我在成长的道
路上勇往直前。

《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
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长途跋涉、降妖除魔，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成功取得真经的故事。故事情节跌
宕起伏，主人公和妖魔鬼怪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神通广
大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八戒、任劳任怨的沙和尚、心地善
良的唐僧、诡计多端的白骨精……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读完全书，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唐僧师徒
一路上碰到了那么多妖魔鬼怪，遇到了那么多困难，为什么
最后依然取得了真经?我想，这离不开师徒之间的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互相包容，更离不开他们身上那种坚持不懈、不
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值得我们新时代的少先队



员们学习。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篇四

中国有四本书非常有名，它们是四大名着：《红楼梦》、
《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西游记》。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西游记》。

《西游记》的作者是罗贯中，是一部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
话故事，讲述的是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经过、九九
八十一难西天取经的故事。

在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师兄孙悟空。他原来是一从石头里蹦
出来的，他是一个天真烂漫、调皮任性的无拘无束的“野
猴”。他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游乐地府撕
碎“生死簿”;大闹天宫，偷吃仙桃仙丹，不把玉皇大帝放在
眼里，还自封“齐天大圣”。用他的七十二变大闹天宫，惹
怒了如来佛祖，便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唐僧救了他，他便
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为了师傅的安危奋不顾身的他正义大胆、
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他对付这些人从来都不手软，尽
管许多时候并不被唐僧所理解，他仍是义无返顾地将他们扫
除。哪怕事后又被各路神仙将妖魔领了回去，甚至招致唐僧
狠心驱逐，除害护航之心全不曾改。

其次是二师兄猪八戒。他贪财好色，有着一身毛病，好吃懒
惰，爱占小便宜，怕困难，总是退缩，还特别爱吃，每次孙
悟空叫他去找食物，他总是打着找食物牌子，却总是在半路
睡觉，或者是找到了食物在回来的路上也吃得一干二净了。
它相对来说小脑筋比较多，我很清晰记得有一集，某条河流
结了冰，但这样马就不容易前行了，当大家都在困扰之时，
猪八戒立即就说可以给马蹄裹上布，增加摩擦力。虽然他很
贪吃，但是也非常护主，丝毫不比孙悟空差，一旦唐僧有危
险也会那把九齿钉钯奋不顾身的去救他。



然后是三师弟沙悟净。他心地善良、安于天命，他的本领更
比悟空，八戒是弱一些。他淳朴憨厚，忠心耿耿，总是挑着
行李默默跟在身后，任劳任怨，憨厚和淳朴的形象生动的展
现出来。

最后是师傅唐僧。他胸怀天下，惠及黎民百姓，善良闵诚的
苦行僧，不辞劳苦，不畏艰险，为了求取真经而不惜远行，
而且他心思缜密，能注意到事物的细节，自我要求严格，坚
持原则，规范严谨，善于发现问题，低调不张扬，遵守时间。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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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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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第一主人公是孙悟空，是一个被神化的英雄，很
多中国人都很崇拜它的本领，正如美国人崇拜super hero(超
级英雄)一样。它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不
挠的反抗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已成为机智与勇敢的化身，封
建社会的叛逆者和反抗者。它好动，调皮，武艺高强，勇敢
机智，疾恶如仇。敢于一切困难斗争，决不退却低头。它一
路保护师傅前往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救师傅于危难。
但它的师傅却不分真相，被邪魔鬼祟所伪装的善良表面蒙蔽，
责怪悟空，念紧箍咒，甚至赶它走，但它对师傅唐僧依旧忠
心耿耿，在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师徒四人终于到达西天雷
音寺，取得真经。孙悟空也终得正果，加封斗战胜佛一称号。

《西游记》一书中写师徒四人经历的八十一重磨难，使我联
想到了他们的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是一种
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再看看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
难道我们不该惭愧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也许这
就是我们所缺少的，只要我们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



管我们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只要我们尽力去做了，就是成
功。那是因为我们去做了，并且坚持到了最后。无愧于心。

《西游记》之中除了有着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外，还有着
引人入胜的情节。众多情节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孙悟空
大闹天宫》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两个。

《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称“美猴王”。去东海龙
宫中“得到”“如意金箍棒”。又阴差阳错的来到阴曹地府，
把猴属名字从生死簿上勾销。龙王、地藏王去天庭告状。玉
帝最后在太白金星的求情下，请孙悟空当弼马温。后再次招
安， 让孙悟空管理蟠桃园，但他嘴馋偷吃了蟠桃，搅了王母
娘娘的蟠桃宴，又盗食了太上老君的金丹后逃离天宫。玉帝
再派李天王率天兵天将捉拿失败;观音菩萨举荐二郎真君助
战;太上老君在旁使暗器帮助，最后悟空被捉。悟空被刀砍斧
剁、火烧雷击……多重方法都没有使悟空死去。这时太上老
君说他可以用炼丹炉把它炼成丹药。可经过七七四十九天，
悟空不仅没死，还练成了可分辨邪魔鬼祟的火眼金睛，并且
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大的成就，这本书讲了唐
僧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去西天取经的一个过程，经历
了九九八十一难，最后取得了真经。

一路上风风雨雨，经过了八十一次磨难，文中说出了四个人
物不同的性格特点：孙悟空桀骜不驯，敢作敢当，天不怕地
不怕的美猴王，响当当的齐天大圣;猪八戒以前是个天蓬元帅，
被贬到人间，成为了猪头人身的和尚，但他也以身殉职，尽
心尽责的保护唐僧;沙和尚是个一心善良的人，从不向唐僧反
驳，忠心耿耿的人;唐僧作为这三个人的师父，一心向佛，一
心向善，是个菩萨心肠的人。四个人各有不同的性格，各有
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四个人物中，我最喜欢孙悟空，
因为他神通广大，任劳任怨，一直保护唐僧一路取经成功，
孙悟空在有些地方表现出一副猴样，也是一只机智、好动、



活泼、勇敢、是非分明的猴子。能看出，这猴子“临危不
惧”，什么事都敢去闯一闯，拼一拼，就在天宫也敢肆无忌
惮的大闹一通，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显得嚣张，但在四天
取经的路上，他作为其他两人的大师兄，也要做出一个模范
样，要照顾好师父，保佑着师父去西天拿到真经，是个好的
徒弟，出色的师兄!所以，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他——孙悟空。

师徒四人之所以取经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股忍耐、执着、
坚持、顽强的精神，就像黄蘖所说：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
梅花扑鼻香?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唐僧他们是有着坚强的
意志，才能取经成功!如果没有坚持，就会半途而废，那么真
经也不再他们手上。这也应了一句古话：万事开头难。已经
选择了这件事，就不要放弃，一直努力拼命做下去，最终才
能成功。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也
就是说，做任何事一开始总是非常艰难的，但只要能保持信
心和勇气，经过努力，相信可以取得成功的!一开始只要坚持
住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相信不久以后，成功一定是归你所
有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看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是不是
有一些事情因为半途而废而结束呢?那么，从现在开始，做事
要一气呵成，才可以成功。

只有机智灵敏、善于动脑的人做事才能事半功倍。在平时的
学习中，或者在生活中不应该遇到一点挫折和困难就放弃，
挫折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咬紧牙关，一拼就过去了，迎接
你的就是成功，挑战胜了困难和挫折，就离胜利不远了!记住：
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西游记读后感读书心得篇五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其中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每每读起《西游记》，



老是会情不自禁地溶入那精彩的情节之中。

记得小时候，常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总是笑
了一笑，摸摸我的头，说：“你啊，是从石头里蹦出来
的。”我想，大概每个孩子都得到过这样的答案。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孙悟空。

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童年，捧着一本《西游记》的连环画，
津津有味地看着，当孙悟空打败了妖精，我们总会为他欢呼；
当他受到了冤屈，我们也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共鸣；当孙悟
空被唐僧误会，被逼回花果山，继续当他的齐天大圣，但当
唐僧遇到危险，猪八戒赶到花果山向孙悟空求救时，他也毅
然去救唐僧。记得那时候看连续剧，当看到此片段时，眼中
便充满泪水。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我就是孙悟空。

这只活蹦乱跳的小猴子就好像是我们的化身。当他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当他在花果山
上无忧无虑地和群猴们玩耍时，就好似我们那无忧无虑的童
年生活，多姿多彩。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就好似一个调皮
的孩子，不小心跑进了大人们的世界，并且搞得一团糟，大
人们想哄住他，便封了他个弼马温，没哄住。又封了个齐天
大圣，还是没有哄住。而后如来出现了，伸出他的飞掌将孙
悟空束缚在五指山下。严慈的父亲，终于压服了他调皮的儿
子。度过了漫漫的五百年后，观世音的出现给了孙悟空新的
希望，踏上了漫漫西天取经之路，也踏上了漫长的人生之路。

唐僧师徒四人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共遇到了九九八十一
道难关。这就好像我们成长道路上布满荆棘。最终，他们战
胜了难关，取得了胜利。“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用在他
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而我们，只要有不怕困难，坚持到底
的决心，也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学习。学习就好像是要去取得真经。
在学校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像猪八戒，好吃懒做，



做任何事情都马马虎虎，有的则像沙僧，诚恳老实，踏踏实
实。有的像孙悟空，活灵活现，足智多谋。而唐僧则是心地
善良，不愿气馁的人。若我们在学习上能个个都是唐僧，孙
悟空，沙僧，有对学习的信念，那一定会取得成功。

随着年龄的增长，《西游记》带给我们不再是对神话的幻想，
它令我善良，宽容，嫉恶如仇，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妖为鬼域必成灾。”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是一般困
难的化身，而大都是代表着一些危害人民、无恶不作的封建
黑暗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过去曾有人把
妖魔指为“农民造反者”，而现在仍有人把妖魔美化为“敢
于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娇魔’”。这些说法，
实在非常牵强。实际上，《西游记》里的妖魔都是一些超越
了常人的“特殊”阶层，他们与仙佛一样，是可以长生的，
是拥有法力的，而这里的所谓法力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实中的
权力。所以与其将他们看做是“农民造反者”，更实际的划
分应该是将他们看做“神”这个大范围的一员，他们其实就是
“神”里面的蛀虫。不但不为民谋福利，而且时常劳民伤财，
大肆搜刮剥削。孙悟空，就是这些蛀虫们的克星。他对付这
些人从来都不手软，尽管许多时候并不被唐僧所理解，他仍
是义无返顾地将他们扫除。哪怕事后又被满天仙佛将“妖
魔”领了回去，甚至招致唐僧狠心驱逐，除害护航之心全不
曾改。

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但
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他
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人
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
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
第67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
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
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
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作者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



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
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
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
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
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
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
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

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
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
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
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