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记的读后感 西游记读后感六百字
以上(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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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的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一本令人熟知的神话故事书，当我再次打开它，
直到翻完最后页，对它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以前一直以为《西游记》一直在描绘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
伏魔，取得真经的故事。可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表达了孙
悟空的神通广大，还能说明，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沙僧虽
然没有孙悟空那么强大，但他很善良，心慈手软。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优点，不用去羡慕那些看上去比你好很多的人。

在生活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事。在我们班，有个成绩较差的
同学，他很羡慕班上其他优秀的同学，但他一直很努力地学，
很勤奋地练，将成绩一步一步地提高了上去。从平凡的80分，
终于上了90分。我们全班师生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希望他
能再接再厉，用自己最好的努力换来很好的回报！我也要向
他学习，学习他的努力、勤奋，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个人就算不破绽百出，也会有漏洞，但那些千疮百孔的人
也会有自己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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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的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是一部尽人皆知的名著。主要讲的是唐僧等师徒
四人一路上斩妖除魔，涉足十万八千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最终在大雷音寺如来佛处取得真经的故事。

其实，我们都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童年时，我们是孙悟空，
大胆、好奇、顽皮，但有时会因不听唐僧的话而被那个金箍
儿勒得头疼脑胀。青年时，我们是沙和尚，做得多，说得少。
中年时，我们是猪八戒，少有雄心壮志，只图安逸。老年时，
我们是唐僧，絮絮叨叨，还不时地念“紧箍咒”，这可苦坏
了我们的小孙悟空。然而，当我们取到真经时，也到了该升
天的时候了。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孙悟空喜欢和猪八戒
开玩笑。而猪八戒在被抓的时候忍着，心情好的时候顶两句，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和孙悟空闹起来了。等他们气消了，也就
该上路了。在我们内心其实也有这师徒四人，其中猪八戒和
孙悟空仍是对冤家。诱惑是妖怪，唐僧面对诱惑一言不发，
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认出那是妖怪，可八戒偏要追那蝇头
小利，于是他们俩便闹了起来。这时，沙和尚就出来劝架了。
劝架成功后，三个妖怪就护送着这个傻和尚继续西行了。我
在看《西游记》时纳闷：为什么天上的大将比不过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毛猴子?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天蓬和卷帘都在天上
享尽了奢华，而孙悟空则在凡间吃尽了苦头，历经了磨难，
所以比他们厉害。孙悟空曾经几次离开唐僧，可是最后却都
回到了唐僧身边。有使，我也觉得唐僧做得太过分了。但是，
后来想想，如果我是唐僧，我也难忍这一口气。

也许孙悟空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回到唐僧身边的。做事要勇往



直前，这是孙悟空给我的启示;做事不能偷懒，这是猪八戒给
我的启示;要多做，少说，这是沙和尚给我的启示;有事也要
听听同伴的劝告，这是唐僧给我的启示;只有坚持不懈才能成
功，这是《西游记》给我的启示。

游记的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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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以孙悟空和猪八戒、沙僧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为
线索，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了九九
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各的特点：唐僧——诚心向佛、品格端
正;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猪八戒——贪财好色，
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降妖除魔，保护唐僧，立下了大功;猪八戒的本事比孙悟空可
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有时还吵着嚷着要分行李，
但他性情憨直;沙僧忠厚诚恳，任劳任怨，正直无私，一心一
意保护唐僧西行，谨守佛门戒律;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本事，
但甘心当好后勤;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事、猪八戒
的活泼、沙僧的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格端正，不怕
任何困难，有坚定的信念以及意志，慈悲善良。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历了八十一个磨难，让我想到了他们的执
着、不畏艰险的精神。这是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读了这部书，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有
坚定的毅力，不畏艰险，才能取得成功。



游记的读后感篇四

《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想像丰富，情节生动，
非常好看。

这本书写的是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唐三藏有三个徒弟，
一匹神马。三个徒弟分别是：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
三徒弟沙僧，那匹神马是东海龙王三太子变的。在这些人物
中我最喜欢的人就是大徒弟孙悟空了，他虽然淘气，但他武
艺高强;猪八戒贪吃好色，却是孙悟空的好帮手;虽然沙悟净
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他的武功太差;白龙马虽然忠于唐三藏，
但是它太没礼貌了;唐三藏可怜一切生命，可是容易受骗。看
来人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西游记》中说，上西天取真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但是
他们勇往直前，相互陪伴，不离不弃，互帮互助。他们为了
共同的目标努力着，不怕千辛万苦。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让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的向目标前进吧!

但我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警示——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那
样容易得罪人，就像唐三藏曾经两次得罪孙悟空一样;也不要
轻信别人，因为那样就容易上当受骗，就比如说唐三藏他3次
轻易地相信了白骨精，要是没有孙悟空，唐三藏早就被白骨
精吃了。

《西游记》带给了我欢乐。

游记的读后感篇五

（二）龙马——坚定的意志力 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他的心
神从来就不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活动里面。总是自己在干工
作，心中却在想着别事……而不是将自己的心神集中在自己
所正从事的事务上去体悟其内在的不同和奥妙。——这就是



一个人在自己所从事了一生的工作或专业中始终就没有突出
的成绩和技能的重大原因。他们在自己的工作活动里面从来
都是“走神”、想别事、心不在焉而不以为然，因而在自己
的生活和工作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大的领悟、贡献以及出色
的成绩。 一个的这种心神不在其所正进行的活动中的表现使
一个人在生活中往往无法确定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是什么事。
当他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决定之后也会被生活中其它更具诱惑
力的事情或自己所预想出来的困难所改变了。这就是一个人
想做而未去做，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失意和厌倦的根本
原因。他的自我意识的不确定和飘忽不定使其做任何事都感
到失意和无所成就。 一个人之所以没有作为，并不是其缺乏
才华和不肯付出勤奋的努力，而是他的心神意象从来就难于
驻足于自己所正从事的工作和生活。当一个人的心神意象能
集中于自己的工作和活动的时候，他就能真正投身于自己的
事务并能从中发现和体悟出技巧、奥秘和真理，以至因此获
得洞见、发现和创造。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似乎从来就没
有留意到自己一直处在“走神”、想别事的心不在焉中生活
和工作，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况竟然正是自己工作和
生活失意、防碍着自己取得人生事业的成功的重要原因。任
何一个人都能做到使自己的“走神”、想别事重新回到自己
所正从事的行为表现里，但“走神”、想别事在一个人的意
象里是那么习以为常，以至于你会在集中精神之中，在捉回
你的“走神”之中“走了神”。因此，一个人要使自己心神
集中于自己所正在从事的事必须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意识活动，
有觉悟地长期不懈地去集中心神精力于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
——这是一个人培养自己全心地投入工作和坚定的品格意识
的基本要求。能做到这点，一个人就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意志
力。但是，一个人要去达成自己的伟大和独一无二，必须从
现实的生活中去更进一步地锤炼出自己坚韧不拨的品格和意
志力，才能在将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大业的目标时不会因其
伴随的艰难困苦和可能遭遇的挫折以及其它美好的诱惑所动
摇，意志力之于事业，正如基座之于大厦，只有坚定的意志
力，才能托起人生不朽的事业。 许多人在人生的奋斗中，尽
管已经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进展和成绩，但他不堪忍受人生的



巅颇和熬炼，在步履维艰中对似乎遥遥无期的人生成功感到
茫然，而在半途中放任自流或改弦换辙了，并不是他们真的
在这一方向上智竭力乏了，而是他们的意志不坚定奏出的人
生哀歌。一个寄望于自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事业
的成功的人，决不能在遵循自己内心所确认的“是”和真理
的时候因为来自外在的困难和压力而动摇或改变了自己的信
念。看我们人类历史中所有成就非凡的伟人，他们都是环境
的恶劣也无法摧毁他的信念。他们所具有的坚定的意志力都
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不断地着意锤炼而成，在数九寒天中长期
地坚持冷水浴，以考验自己的忍受能力，在平常的生活事务
中蓄意和自己可能的惰性和怯懦过不去，坚决地抛弃自己无
益的喜好……从而才铸成了自己百折不挠、坚韧不拨的品格
和意志。 在人生中遭遇过沉重的压力和挫折的奋斗者都有深
切的体会：在这种境遇中拯救和振奋自己的是出自内心深处
的信念唤起自己强大的内在心力支配着自己不妥协、不绝望，
使自己在逆境中有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和矛盾斗争的决心和勇
气。这种深厚的内在力量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就奠基在一
个人坚韧不拨的品格和意志上。 一个人有了坚韧不拨的意志
力，任何风险和恶浪，任何重负都无法阻挡他通向成功的彼
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