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游记读后感(通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西游记读后感篇一

沙和尚的本领更比悟空，八戒是弱一些。他淳朴憨厚，忠心
耿耿，从电视剧里他喊“大师兄”那种厚重的声音和真诚的
眼神可以看出来。他不象孙悟空那么好动调皮，也不象猪八
戒那样好吃懒做，他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怨，
谨守佛门戒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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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唐僧勤敏好学，悟性极高，在寺庙僧人中脱颖而出。最
终被唐朝皇上选定，前往西天取经。在取经的路上，唐僧先
后收服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诚实善良，
一心向佛，但胆小怕事，鉴别能力差。虽然没有高强的武艺，
但是却有很大的毅力，坚持不懈的一直向西走去，不被困难
所抵挡，直到达到目标才肯罢休。在此之前绝不半途而废。

《西游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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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和《三打白骨精》这两回。

《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孙悟空自称“美猴王”。去东海龙宫
得到“如意金箍棒”。又去阴曹地府，把猴属名字从生死簿
上勾销。龙王、地藏王去天庭告状，玉帝最后请孙悟空管理
蟠桃园。孙悟空偷吃了蟠桃，搅了王母娘娘的蟠桃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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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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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天后依然毫
发无损，还在天宫大打出手。玉帝请来佛祖如来，才把孙悟
空压在五行山下。

《三打白骨精》中，悟空三次打死变为人形的白骨精，而被
师傅气的念紧箍咒，唐僧鉴别能力差，容易被表面所蒙蔽，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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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就了师傅。这些情节都非常精
彩。

西游记读后感篇二

感悟：悟空本打算去买兵器，但转念间打消念头，决定使法
术觅兵器。这体现了悟空的山大王本性，还是抢来的方便，
这是猴头的匪性。

龙王见说，不好推辞，即着鳜都司取出一把大捍刀奉上。悟
空道：“老孙不会使刀，乞另赐一件。”龙王又着鲌太尉，
领鳝力士，抬出一捍九股叉来。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使
了一路，放下道：“轻，轻，轻！又不趁手！再乞另赐一件。
”龙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
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龙王心中恐惧，又着
鯾提督、鲤总兵抬出一柄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
悟空见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丢几个架子，撒两个解数，插
在中间道：“也还轻，轻，轻！”老龙王一发害怕道：“上
仙，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再没什么兵器了。”悟空笑
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你再去寻寻看。若有可意
的，一一奉价。”龙王道：“委的再无。”

感悟：悟空强人所难，龙王随便打算打发了他，可悟空不是



那么好糊弄的，而且悟空瞅准了龙宫肯定有宝贝。

龙王果引导至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龙王指定道：“那
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
约有斗来粗，二丈有余长。他尽力两手挝过道：“忒粗忒长
些，再短细些方可用。”说毕，那宝贝就短了几尺，细了一
围。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那宝贝真个又细了
几分。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
中间乃一段乌铁，紧挨箍有镌成的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
棒一万三千五百斤”。

感悟：这是如意金箍棒的第一次出场，这也是悟空与金箍棒
的缘分，好似这个上古神器就在等它的主人，就等那一
声“忒粗忒长些，再短细些方可用。”正是这样唤醒了沉睡
的神器，至此金箍棒与悟空永不分离了。

众猴骇然叫道：“大王！还拿出来耍耍！”猴王真个去耳朵
里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即又大做斗来粗细，
二丈长短。他弄到欢喜处，跳上桥，走出洞外，将宝贝擅在
手中，使一个法天象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声：“长！”
他就长的高万丈，头如泰山，腰如峻岭，眼如闪电，口似血
盆，牙如剑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
把些虎豹狼虫，满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头礼拜，
战兢兢魄散魂飞，霎时收了法象，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
藏在耳内，复归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来参贺。

感悟：这段如意金箍棒的展示一方面是说明这个神器的威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悟空的爱显摆的性格，此后的一些劫难跟
他的这种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算是埋下伏笔。

西游记读后感篇三

今年暑假我读了《西游记》，尽管每个人读完有不同的感受，
但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被作者吴承恩刻画得淋漓尽致。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悟空：石缝里生，正义大胆，勇往直前，聪明机灵，对师
父忠诚，全心全意，法力无边，让所有妖魔鬼怪闻风丧胆。

猪八戒：贪吃，喜美物，好色，常闯祸，被妖怪捉去无能为
力、又贪生、怕死，但不缺乏善心。

沙僧：忠心耿耿，憨厚严谨，乐安天命。

唐僧：诚心向佛，心地善良，顽固执著，心肠太软，有点懦
弱和迂腐。

红孩儿：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战裙巧绣盘龙
凤，刑逼哪吒更富胎。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
哏声响若春雷吼，爆眼明如掣电乖。

老妈妈：雪鬓蓬松，星光晃亮。脸皮红润皱纹多，牙齿稀疏
神气壮。头缠白练攒丝帕，耳坠黄金嵌宝环。

《西游记》这个神话故事已是家喻户晓。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三打白骨精”，白骨精化成柔弱的女子，企图离间唐僧
师徒，害得唐僧错把孙悟空赶回花果山，这种常人无法忍受
的委屈降临在孙悟空身上，但他重整旗鼓，再度出山，奋力
把白骨精打败，解救其他人。孙悟空是一个充满信心，不怕
挫折的人。

每个成功的人都是经历众多挫折才登上顶峰的。在我们的生
活中，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挫折，比如考试成绩不理想、被人
误解嘲笑等。面对挫折，只要我们不气馁、不退缩，迎难而
上，勇往直前，才能打败挫折。但若一遇挫折轻言放弃，只
能是一事无成的懦夫。

我坚信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向困难低头，不向挫折屈服，



鼓起勇气，与之战斗，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大步流行地攀登成
功的顶峰。

西游记读后感篇四

在燥热的晌午，除了在外面放声高歌的知了，风吹过树枝，
发出的沙沙声外，一切寂静。

因无聊而在房间里瞎转悠的我，再一次走到了书架的前面，
扫视一圈，最后我又拿起了这一本经典的《西游记》，坐下
又开始重温这本书。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朝
小说家。内容前些部分是一个天然石猴，占地称王后，去菩
提祖师那里学习长生不老之术，被赐名为孙悟空。再后来他
因为大闹天宫被捉来，如来佛祖用五指山将他压了500年。再
后来他护送唐玄奘一起前往西方求取真经，一路结识了猪八
戒，沙悟净和白龙马。虽然一路上孙悟空两次分离队伍，但
所有人还是团结一致，各尽其职，最终师徒一行五人取得真
经，并被封为佛。

在这五人中，我对猪八戒的印象是最深的。他本是天蓬元帅，
但因违反天条被贬下凡，但投胎的过程中错投猪胎。他的本
性好吃懒做，见识短浅，贪恋女色，动不动就因为师傅被抓
走了，或者是悟空被打败了，吵着说要散伙走人。就比如在
四圣试禅心中，除了他，所有人都对四圣不为所动，所以也
只有他被倒吊在树上。但他身上也有闪光点，他是一只善良
勇敢，知错就改，淳朴憨厚的猪。他每次说散伙，但他每次
都坚持到底，并且他在黄风洞用钉耙打死虎先锋，在孙悟空
不擅长的流沙河和沙悟净大战，火云洞斗红孩儿等等。

《西游记》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它独特的特点，每一个情
节都一环紧扣着另一环，一旦读起来就有种让人爱不释手的
感觉。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它也会一次次地让我想起一个问题，
那就是师徒四人不正一一对应的我们一些优点或者缺点吗？
你看唐僧善良但也懦弱；孙悟空勇敢无畏但也冲动暴躁；猪
八戒聪明友好，但好吃懒做；沙僧忠厚老实，但也缺乏主见。
而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有这些优点和缺点，我们和书中的人物
都差不多，所以我们每次读的时候都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
的影子。

每次重温《西游记》我都有不一样的感受，“1000个人眼中
有1000个哈姆雷特”，相信你去读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西游记读后感篇五

孙悟空没拜师前很谦逊坚韧 寻访了十年， 祖师处学了开始
傲炫耀变松树，不把师傅放在眼里。

离开了师傅去抢东海龙王的'宝物，完全流氓痞子作风。

当个官又监守自盗玩忽职守吃桃子，坑蒙拐骗，扰乱秩序 被
关进了监狱。

刑满释放后和谨慎胆小的唐三藏遇到，相互磨合，取长补短。

之后终于走上了正路，成了一个成功人士。

由此得出感悟，有志者事竟成，然而不能有了点成就就得意
忘形，要时刻反省自己不要走上邪路，岔路。

不能被欲望领着走。

要学会审视自己的缺点，学习别人的优点去中和。



西游记读后感篇六

“西游记”，多么熟悉的三个字！今年学校读书节安排我们
四年级看《西游记》。

动画版、小说版、电视剧版的《西游记》我都看过。我喜欢
书里面的所有过程，但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去“女儿国”的
情节了。

小说里不是说唐僧和八戒喝了“母子河”的水“怀孕”了吗，
我当然明白他俩有多痛苦啦，但我看到这儿还是忍不住大笑
了起来。但看到了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我想大家肯定都
承认的，女儿国女王异常漂亮，并且呢，又很富有。可她向
唐僧提出成亲时，唐僧却拒绝了，倒是八戒一向“蠢蠢欲
动”。说实话，我还真挺想不通的，唐僧干嘛要拒绝
呢！“美女财富”和“重重困难”，唐僧的选择让人想不通。

我好佩服《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先生啊！

西游记读后感篇七

最近借着审稿的机会，重温了一遍《西游记》，比之前几年
的理解又有所不同。

记忆中，不知在电视荧屏上看过多少遍《西游记》，即使成
年以后，看到重播的《西游记》也不会觉得厌烦，好多情景
都可以在脑海里浮现。因此，即使是阅读原著也比其他作品
更加得心应手，速度也很快。唯一不同的就是个人的理解和
心态的变化。

印象中，最不喜欢的人就是唐僧。明明是个人能力不足，还
总是把妖怪视为好人，把保护他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叫做“泼
猴”，甚至把他无情地赶走。小时候，经常为他的见识浅陋、
迂腐固执，一再认妖为人而气愤，甚至会觉得他就是取经路



上最大的累赘和障碍，有时会大胆想象，要是孙悟空一个人
去西天取经，十万八千里路，一个筋斗就到了。但这一次，
仿佛对唐僧有了更全新的认识。

唐僧是取经队伍的精神领袖，尽管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却
又虔诚坚定，不管受到多大的磨难和诱惑，取经意志从不动
摇，这是取经成功的关键保证。

“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祁保我王江
山永固。”“宁恋本乡一捻土，莫贪他乡万两金。”“我去
之后，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
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矣。”这应该就是三藏的初心吧？！
就是这位几近无能的和尚，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如来佛祖
面前求得真经。且不说路途艰险，途中的遭遇的美色、权力、
金钱……都难以动摇这位高僧的意志，而这些是好多人都难
以抵挡的诱惑。

取经路上，南海、文殊、普贤菩萨与黎山老母四圣化作凡人
招婿试禅心，纵有荣华富贵，玄奘仍不为心动：“你在家人
享荣华，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不知我
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
恩爱堂。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功完行满朝金
阙，老来堕落臭皮囊。”女儿国，性正修持不坏身，寇员外
喜待高僧，唐三藏不贪富贵……正因艰难险阻、荣华富贵均
不为所动，最终才获取真经，径回东土。

更难得的是，唐僧师徒这一团队。一位禅心不动的主心骨，
带领3位性格鲜明、本领各异的徒弟，恩威并济，允许和而不
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小团队。孙悟空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压
抑野性、一心前行，猪八戒充斥世俗欲望，却也能投身取经
道路，沙僧虽无鲜明的性格，却意志坚定、正直无私、团结
体贴。师徒4人同舟共济，不断磨练意志、克制俗欲、自我完
善，终于到达雷音寺，修成正果。



掩卷沉思，一段心形修炼的天路历程在脑海中如一幅画卷徐
徐展开。原来，《西游记》还是追梦记，不忘初心，终得始
终。

西游记读后感篇八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由吴承恩所写。主要描
写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师徒五人历
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我最喜欢其中的孙悟空。他是从一块高三丈六尺五寸，粗两
丈四尺的巨石里蹦出来的。

他有很多优点——他很勇敢：所有猴子都不敢进入水帘洞，
孙悟空却勇敢的飞了进去；在取经途中降妖除魔他总是冲在
最前面。他很有毅力：舍弃在花果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而
要千里迢迢、长途爬涉去寻找长生不老之术。他很好学：不
仅学会了长生不老之术，而且还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
云。他很聪明：菩提祖师用戒尺朝他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
手走入屋里，关上中门不出来了，他就能明白师父的意思：
敲他三下是叫他三更的时候留心，倒背着手走入中门是叫他
从后门进去，有秘密要传授给他。他天生神力：如意金箍棒。

孙悟空也有很多缺点——他骄傲自大：菩提祖师教给他七十
二般变化，他就在师兄弟面前卖弄本事；在与佛祖打赌时说，
“佛祖的手就像荷叶般大小，肯定翻得出去”。在平时的学
习中，我们不能因为一点本领就骄傲自大，要知道“山外有
山，人外有人”，做个谦虚的好孩子。他到处闯祸：大闹龙
宫、大闹幽冥界、大闹蟠桃会、大闹天宫。在平时生活中，
我们不能由着性子肆意妄为，要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
孩子。他爱慕虚荣：不仅要当官（弼马温）而且还要当大官
（齐天大圣）；在火烧观音庙回合，孙悟空炫耀唐僧的袈裟，
引得金池长老起了贪心。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少一些攀比，
是金子总会发光。他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将人参果树推倒。



我们遇到问题要冷静，想办法说明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用武
力解决。

我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像孙悟空一样要勇敢、好学、
爱动脑。“三打白骨精”让我明白了要不惧困难，努力达成
目标；“降妖宝象国”告诉我团结就是力量；“三借芭蕉
扇”让我知道了战胜困难，除了勇气、力量之外，还需要一
点智慧；“唐僧扫塔追佛宝”告诉我平时生活中要尽自己的
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任何人或事都不是完美的，取长补短、
团结他人，就能在学习上，生活中取得真经，修得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