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 西游记第一
回读后感(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篇一

有一次，我发现书柜里有一本书，叫《西游记》，很好看。

这本书讲述了唐僧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救了孙悟空
后，孙悟空收服了猪八戒和沙和尚，然后和他们一起走了很
长一段路，经历了七七四十九个难关，终于从如来佛主那里
拿到了真经，大家都封了神。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启发。

欢书中的孙悟空，他勇敢，敢去大闹天宫。虽然有时也捉弄
一下猪八戒，但是他有坚强不屈的精神。我也要学习他们坚
强不屈的精神，他们不管有多么大的风雨，有多么饥饿，多
么疲惫，都还保护着主人，不让主人受伤，只要唐僧被抓了，
都第一时间去救师父，虽然他们也犯错，但他们有坚强的使
命感，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篇二

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带来西游记第一回读后感，希望这些
信息能够帮助到大家!

天生石猴做了美猴王，在花果山带着猴子们游山玩水，可谓



是快活逍遥。

如果就这么逍遥下去，恐怕就没有后来的孙悟空了。

有一天，美猴王突然想去学一些本领。

他远涉重洋，历经艰辛，拜菩提祖师学艺，菩提祖师给他起
名叫孙悟空。

孙悟空不停地学，学会七十二变和驾筋斗云等本领，终于脱
胎换骨，为后来的英雄业绩奠定了基矗正是孙悟空这种不满
足现状，积极进取的精神，才造就了一代叱咤风云、惊天动
地的英雄。

这个故事启示我，要努力学习，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一部古老的神话故事，但却引起了儿童的喜爱，那就是《西
游记》。

小时候，我只是看动画片与图画书。

但现在，我不仅看与读，而且还学会了思考。

《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大家都十分了
解。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啦!因为他总是聪明过人、助人
为乐、能分辨好人与坏人，来守护唐僧和弟兄们。

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民警察一样，火眼金睛，抓坏人救好人，
时刻保卫着我们。

或许由于唐僧遇到麻烦的事情就不动脑筋，盲目地接受别人
的帮助的缘故吧，有时才会不听孙悟空的好心劝告，掉入妖
怪的手中。



这足够说明了遇到麻烦的事情要动脑筋，如果不动脑筋，听
了别人不好的意见，反而会更糟糕。

不过我还认为唐僧过于善良，哪怕对待坏人也十分好，因为
他只看表面，不了解人的本质。

我也很喜欢猪八戒。

我觉得他是个性格单纯但很可爱的人。

他不会想出一些好方法，但却有正义感。

只要他想做的事，他就一定会去做。

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师傅的安全，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

看上去他有些笨不动脑筋，但是人们觉得他笨的可爱。

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不怕敌人的胆量。

不过有些事在做之前要仔细考虑，分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
可以做，要凭自己的实力去做。

总之，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所谓“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哪怕是他们的短处
也必须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如果有的话，要努力改正，成
为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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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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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离奇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致使此书成为
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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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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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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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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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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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不优人间
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王，可以
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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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存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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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深邃的哲学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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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般的希望。” 三、
英雄 “英雄”有许多不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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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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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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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希望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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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篇三

《西游记续》是著名作家吴承恩的续作，其第一回是《佛祖
归西天》，从唐僧等人在半山大藏经中获得妖怪之书开始，



跟随唐僧往西天取经的旅途再次展开。这一回的主题是对佛
祖的敬仰和向往，以及唐僧等人在西行途中所遇到的种种困
难和妖魔鬼怪的斗争。读完这一回，我有了以下的体会和心
得。

第二段：唐僧等人的艰辛

在这一回中，唐僧等人正式出发前，就已经遇到了重重困难。
他们先是不幸被大雾所困，无法分辨方向，然后又被妖怪所
袭击，损失惨重。然而，唐僧等人始终没有放弃前进，他们
时刻铭记着取经的重要性，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种顽强的精神影响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追求自己目标的
信念。

第三段：妖魔鬼怪的情节

在这一回中，妖魔鬼怪的情节十分丰富，其中最有趣的莫过
于唐僧遇到的白骨精。白骨精变身为如意郎君，用他欺负唐
僧，试图让唐僧中途放弃西行取经，然而唐僧在一直观照下
识破了它的计谋，最终揭开了它的真面目。这段情节告诉我
们，智慧和勇气是成就任何事情的关键，只要我们立志于心，
勇敢前行，不怕逆境和困难，必定可以获得成功。

第四段：对佛祖的崇拜与信仰

唐僧等人一直对佛祖充满敬仰和信仰，在他们去西天取经的
旅途中，也多次遇到佛祖的助力和帮助。这种对佛祖的崇拜
和信仰，让我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信仰的重视。信仰可
以让我们心怀感恩之情，能够让我们感到内心的平静和依托，
并在遇到困难、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支持
和力量。

第五段：结尾



通过阅读《西游记续》的第一回心得体会，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了在我们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无数挫折和艰难，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懈，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同时，我们在时刻铭记信仰和敬仰他人的同时，也要勇敢地
走出去，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和挑战。

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篇四

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一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水帘洞中又有天造地设的家
当，连自己置办家当的人力物力财力都省下了，真真是世间
仙境，但凡我能在此地居住，夫复何求?偏那美猴王又开始担
心自己有一天会死，要从此访道求仙，寻个长生不老之法。
可以说，这时的美猴王，并不晓道为何物，他是个彻头彻尾
的实用主义者，执着的到处寻访名师，只为求个长生不老。

菩提祖师是何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樵夫口中可知，菩
提祖师不仅自己道行深，还用这道行去指点别人，是个爱惜
万物的高人。只是这祖师指点樵夫一二，无非使其忘却忧愁，
每日开开心心劳作及孝顺母亲，盖因其是个安分守己之人，
那悟空却是只不肯顺应自然的猴子，从这一刻开始，将生出
多少事端来!

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二

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狲。我与
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旁，
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
姓‘狲’倒好。狲字去了兽旁，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
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猴王听
说，满心欢喜，朝上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
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
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辈之小



徒矣。”猴王道：“那十二个字?”祖师道：“乃‘广大智慧
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
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猴王笑道：“好，好，
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正是：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
空须悟空。

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三

西游记第一回读书笔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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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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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是凡人他并不知道那是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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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更多

西游记第一回读后心得篇五

《西游记续》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的续篇之一，
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本文就作者笔下的《西游
记续第一回》展开探讨，挖掘其中的深刻意义和启示。

第二段：情节介绍

《西游记续第一回》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孙悟空献媚妖精后的
一段时间里，一只神猴成为孙悟空的对手，展开了一场殊死
搏斗。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孙悟空化身为神龙，施展轰天
炸地的力量，轻松取胜。这一场战斗却让孙悟空在心里产生
了思考与忧虑。

第三段：思考与忧虑

孙悟空在战斗中体会到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也明白到力量
不是无穷无尽的，汲取自然能量尤为重要。他意识到，只有
掌握了这种汲取能量的方法，才能越战越勇，越来越强大。
同时，孙悟空还为自己的寿命担忧，相比于神龙和神猴，他
的寿命微不足道，但是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结束。这
些思考让孙悟空开始努力寻求能量和寿命的延续之法。

第四段：生命与责任



孙悟空虽然极力寻找自身的可延续之法，但他也清楚自己担
负着大义。在故事中，孙悟空曾经为了救紫霞仙子，不惜放
弃自己的生命。他深知人类和神仙的生命是珍贵的，但对于
传统的义理和担负的使命更是不能放弃。因此，他在寻找可
延续之法的同时，也深思熟虑自己担负的使命。

第五段：寻求生命的方式

在日渐消瘦和茫然的孙悟空面前，观世音菩萨给予他重生和
智慧，使他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实力与封印。此时，孙悟空才
逐渐意识到，汲取天地所赐的能源和灵气是让自己强而有力
的关键。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取能量、延续自身的
生命、同时为信仰担负起责任。在本故事的结尾，孙悟空在
观世音的劝导下，意识到了自己对于受苦的人类的值得信仰
与保护，还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并为此做出了决定。

结语

在我看来，《西游记续第一回》主要表现出了孙悟空与神猴
的斗争之中，孙悟空的成长、思考与反思。这让我们意识到
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任何困境和挑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努力寻求解决之法才能在充满变数的旅途中行稳致远，这也
是我们奋斗的无上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