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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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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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座丰碑，与《三国演义》
《红楼梦》《水浒传》并称我国“四大名著”。

书中所描述的各路神佛，魑魅魍魉，惟妙惟肖，它向我们展
示了一个瑰丽绚烂的神魔世界。

从我第一次接触《西游记》，由一本充满幽默风趣的连环画，
到如今只有注解的著作，我对其所描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思想
有了一定的认识，不再如儿童时期单纯的喜爱看猴王脚踏凌
霄，大闹天宫了。

鲁迅先生曾评价过“什麽皆有情，精魅亦同世故，而玩世不
恭之意寓焉”，《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每个故事中
风趣，幽默的故事并不只是“故事”，它反映了现实社会即
作者所处时代的扭曲与缺失。

《西游记》所描述的是一个扭曲的病态的社会，对于现实社
会，借用当代作家余华的话说“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
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大名著个人读后感



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篇二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
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

《水浒传》主要讲述了：宋代年间贪的官当道、奸臣横行，
以蔡京、高俅为首的奸臣集团争名夺利、诬陷忠臣、欺压百
姓，民不聊生。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好汉有的被人诬害；
有的被人压迫；有的被人陷害……被逼在梁山聚义，宋江做
了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第二，吴用第三……众兄弟劫富济贫，
日子过得快快乐乐。

但是，在宋江心里一直想招安，在殿前太尉宿元景的支持下
归顺朝廷。之后破辽军、平田虎、胜王庆、灭方腊。在灭方
腊的途中损失不少将领，回来只剩三十六将。许多好汉不受
封赏退居江湖。蔡京、童贯、等4大奸臣待宋江封官之后，他
们设计用水银害了卢俊义，用毒药掺入御酒毒死了宋江和李
逵。吴用等知道后，吊死在宋江墓前。

读完以后，我被梁山众好汉忠义感动了。他们个个充满正义
感，为老百姓着想，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最后他们为了国
家的兴荣，百姓的安危舍命灭了辽兵，除了土匪。最后用生
命换来繁荣，活下来人不计回报，用的为兄弟死去，有的被
诬害，真乃忠义也！

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篇三

四大名著是了解中国文化和民族性入门书，四大名著在怡情
悦性的同时，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你
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作文”，下面
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红楼梦》是古典小说的巅峰巨著，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



艺术顶峰。这本书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生动描述了
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淋漓尽致的反映了一个封建大家族的
方方面面，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以贾，王，薛，史四大家族为
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围绕两个主要
人物的感情纠葛，描写了大观园内外一系列青年男女的爱情
故事。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传神地塑造了一
大批有血有肉的个性化人物：如多愁善感，情重多心的林黛
玉，喜欢扎在女孩子堆里，不爱读书的贾宝玉，稳重老练，
娴静可爱的薛宝钗，善于算计，媚上欺下的王熙凤。阅读红
楼梦对提高我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本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几代人的命运沉
浮，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世态人情，值得我们去反复品
味，咀嚼一生。书中栩栩如生的精美插图，让我对书中涉及
的相关背景知识还有每篇文章所蕴含的哲理有了进一步的了
解，也让我亲身体验了那个时代绝美的爱情和深刻的社会现
实。

我读罢《西游记》后，感到阴森可怖。毕竟生活中是没有什
么如悟空般的圣人替我除去妖精般的恶人的。不过细思忖，
生活中竟也能发现如《西游记》中的悟空，如来等相近的人
或物。

首先，孙悟空似乎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高级警官，被贬为
普通民警，所在的还都是一些偏远荒凉的郊区，要保护的
人(唐僧)也常常蛮不讲理，又十分无能。可他还是忠心不二，
终于重新做上了高级警官(斗战胜佛)。

其次是八戒，他在《西游记》里起到了反面效果和幽默感，
活像《水浒传》里的王英。他原先就是因调戏嫦娥被贬下凡
的，做了和尚后又处处犯戒，与师兄作对，最后做了个净坛
使者，亦十分可笑。因为他不是太“净”，似乎有讥讽他的



意思。这像生活中的一个被贬的官，做普通人又做得不好，
落得个坏名声。不过，念他吃了不少苦头，还是让他当上了
菩萨。

沙僧与白龙马像是生活中的两位农民，做着最苦最累的活。
还知错必改，忠心可嘉。最后都当上了金身罗汉与八部天龙，
功德圆满。

唐僧由于是个凡人，不太相信见多识广的悟空，又有些懦弱，
就像是个书呆子，硬是做了上级领导，又不会赏识厉害能干
的下级。不过后来他们师徒关系渐渐好了起来，最终共同合
作，取得成功。

观音、如来、灵吉、普贤等等都是热情的投资者，大大帮助了
“西天取经公司”，而妖魔鬼怪则是“西天取经公司”的打
击者和对手，总是想让此公司破产，并常抓住董事长唐僧的
把炳不放，还好都被投资者和总经理孙悟空制服了。

这样一看，原来《西游记》就在生活之中啊!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
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
(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
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
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
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
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
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
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
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读了《三国演义》不时的想起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
映象最深的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他是宋朝，在中国北方，有
一个叫女真族的部落不断闯到中国来抢东西、杀人、放火。
而当时的皇帝，成天吃喝玩乐，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岳飞在家里听到逃难的老百姓说了这些事后心里非常着急，
于是他准备离家参军保卫国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岳飞的
妈妈给岳飞讲了很多要为祖国增光的事。最后岳飞的妈妈又
取来针，让岳飞跪在地上托着小墨盒，在岳飞的脊背上刺了
四个字“精忠报国”，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岳习永远记住，要
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保卫国家。就这样，岳飞含着眼泪告别了
家乡，告别了妈妈来到部队参了军。

岳飞因为打仗勇敢，被提升为小队长，很多年过去了，岳飞
因为打仗勇敢，肯动脑筋终于被提升为大将军了。可是那时
候中国已经有很多地方都被金兵占领了，皇帝于是就派岳飞
去攻打。把很凶猛的金兵被厉害的岳飞赶得好远好远，从此
岳飞的军队就被人称为“岳家军”。

岳飞由于经常打胜仗，宋朝的宰相叫秦桧，他非常嫉妒岳飞，
怕岳飞将来超过自己。就和打败仗的金国勾结陷害岳飞。他
找了好多好多人要他们去告岳飞，可是他们都没有干，因为
他们知道岳飞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后来
秦桧还是偷偷在牢房里将岳飞杀害了，后来的人们建了很多
纪念岳飞的庙，每天那里有很多人去看望岳飞，岳飞站在那
拿着长枪可好看了。而纪念岳飞的庙宇门口，却垂头丧气的
跪着一个石头做的人，小朋友们猜猜看，那个人是谁呀。他
就是那个秦桧。

所以，我们要做出对国家有好处的事，不能像那些只想着权
力和地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忍受住，生活中那些诱惑人
的“鱼”

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回首至今五千载，当一部部作品在人们



脑海中浮现时，首次想到的为《西游记》。《西游记》是我
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为明代小
说家吴承恩所著。

书中阐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神勇忠心的孙
悟空;慈悲迂腐的唐僧;憨厚可爱的猪八戒以及忠厚诚恳的沙
和尚他们不怕艰险排除万难，鼓舞着人们永不灰心，为达目
标奋斗不止，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中孙悟空嫉恶
如仇、机智勇敢的精神令我难以忘怀......

就拿三大白骨精来说吧，白骨精三次变幻，都被孙悟空识破，
而唐僧呢，不识妖魔，不辨善恶，反而责备孙悟空恶意行凶，
将其赶回花果山。读到这里，我非常气愤，孙悟空尽心尽力
的除妖，为的还不是保护唐僧，唐僧却不分青红皂白的一而
再，再而三的责备孙悟空，孙悟空受尽委屈，却不得人心，
我多么替他悲哀，而唐僧的过度迂腐，不懂人才，令我惋
惜......

最让我钦佩的人还有沙和尚，沙和尚从跟唐僧西天取经一直
是主力担当，虽然其貌不扬，但他一心跟随唐僧取经，忠心
耿耿，正直无私，不惹是非足以让我钦佩。

猪八戒虽然好吃懒做，贪图女色，但他憨厚单纯，对师兄情
深义重，为取经立下汗马功劳。如果不是他义激美猴王，那
么少了得力干将，或许西天取经也无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读完了《三国演义》，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千里走单骑，孔明三气周公瑾。荡气
回肠，群雄四起，再次重现了当年的战火风云，虽时隔一年，
但依然难忘。

劈华雄，斗吕布，斩颜良，诛文丑，何等威武;千里单骑，过



五关，斩六将，何等忠义;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何等智勇;
张飞遇刺，败走麦城，何等凄凉。当年桃树下，香火依然，
桃花盛开，但英雄已去，忠骨埋黄土之下，死亦为鬼雄。

诸葛三气周公瑾，草船借箭，妙借东风，充满智慧与神妙;茅
庐未出，便知天下三分，三读刘备爱才之心;羽扇纶巾，谈笑
间，樯橹灰飞烟灭。但诸葛六出祁山，百将战死，不言放弃，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代传奇，客死五丈原。

赵子龙单骑救主，勇夺阿斗，一身是胆，充满英勇与义气;多
次救主，一人勇斗曹军，无人能敌;常胜将军，皆称飞虎一身
胆，不负英雄千古名;但英雄一人无力回天，蜀国之败已成定
局。一代神勇，大事未成而离去。

今天，城市的黎明在阳光中露出笑脸，城市的喧嚣在汽车声
中苏醒，高楼大厦，绿树鲜花，笑容满面，一片和谐。

我，沉浸在英雄豪放，神机妙算之中，奸为曹操，智为诸葛，
义为关羽。120回，回回是经典;120回，回回是精妙。罗贯中
的笔下，一朵文学奇葩盛开了六百多年，跨越了三个朝代，
从未凋谢。满脑子都是那120回精妙绝伦的故事，使我联想在
浓烈的艺术享受之中，经久不息。

《水浒传》真的很精彩。书中的一百零八各各英勇，都是能
抛头颅洒热血的好汉，都能为了兄弟义气两肋插刀。结果这
些好汉的命运却都以悲剧收场，这不免令人有些惋惜。

这悲剧的命运是谁造成的。我想是封建思想的三纲五常对劳
动人民的毒害。什么臣为君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什么
仁义礼智信，都是一些骗人的玩意。阶级的不平等造成的这
一切。这种腐朽的思想都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
君权神授、天人合一都是鬼扯淡。只要不满对统治者的剥削
和压迫就可以像李逵那样“管他甚鸟”一斧打将过去。



为什么不造反?难道说造反就会被世人唾弃吗?难道说他们就
甘于被压迫?难道说他们就任由自己深受此毒害吗?不是封建
统治者兵多将广厉害，而是杀人不见血的封建思想厉害。他
牢牢的把比虎还要的一百零八好汉以及像他们这样的好汉困
于铁笼之中。

所以说，只有反抗是不行的，还要在思想上有觉悟。要深刻
认识到封建思想的毒害性;要认识到封建思想只是统治阶级同
志人民的工具，所以思想要觉悟才能取得成功。

要不然不是悲剧收场，这也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强大。但是，
他们的思想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觉悟。

总而言之，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是令人惋惜的。他们来自五
湖四海，不同阶层的地位却有同样地被压迫的遭遇，最终被
逼上梁山。哎!每当读一百零八将有一个或几个被害，我都很
伤心，都为他们的死真的有意义吗?他们为了统治者征战战死
于沙场。但是最终死的一大半，活着的也被迫害了。这难道
是他们所追求的吗?哎!难过、伤心、惋惜!

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篇四

_岁生日那天，妈妈送了我一本《西游记》，我看了之后，被
它深深地吸引注了。

我每次翻开这本书时，看到唐玄奘费时十七年，经历百余国，
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取回佛经六百五十多部。
这种执着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让我好佩服啊!
敢闯敢拼的孙悟空有着七十二般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让我
感到无比的神奇。每一次看到孙悟空变化时，我就把自己也
变成了孙悟空。每当作业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拔一根毫毛变
成很多个我和我一起写作业。每当没人陪我玩的时候，我就
会拔一根毫毛变成很多个小朋友和我一起玩游戏。



每当自行车坏掉时，我就会拔一根毫毛变成修车师傅，让他
把我的自行车修好。懒惰贪吃的猪八戒，虽然有很多坏毛病，
但是他还是一路护送师傅去取经。他那憨厚样，总会让我捧
腹大笑。老实巴交的沙悟静经常被猪八戒给骗了，但他从来
没有埋怨过，总是默默无闻地做每一件事。

沙悟静总是用他那有力的肩膀挑着担，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唐玄奘、孙悟空、猪八戒、沙悟静四人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
终于取到了真经，一路上从来没有看到他们打退堂鼓的样子。

想想现在的我像个“小公主”。体育课上，运动量稍大一点
儿，我就会叫苦叫累;吃饭的时候，如果汤有一点儿溅到我的
手上，我就赶紧用餐巾纸擦;劳动时，我常常拈轻怕重，影响
小队按时完成任务。每次我遇到什么一点挫折，就退缩，而
孙悟空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昂首挺胸的面对，从不退
缩。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脚印，去
寻找豪情和斗志吧!

五年级四大名著读后感篇五

现在四大名著公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
记》、《红楼梦》。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
个华人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生子当如仲
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
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
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
事策略的.知识之库。四大名著其实代表皇权，神权，贵族权，
以及暴力权，三国演义就不说了，皇权，西游记，神权，红
楼，贵族权，水浒，暴力权。其实都是封建社会的样板戏而
已。当每个人思维局限，并按此套路运转的话，无形中就是



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了。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结
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
之间的军事。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
构宏大。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
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
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
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
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
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
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
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
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