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读后感(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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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西游记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对之前读过的“四大名著”又产生了兴趣，又拿出
来再次阅读。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讲述的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在孙悟空、猪八
戒、沙和尚的保护下前往西天，一路上降妖伏魔，经历了九
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的故事。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八戒又激美猴王，行者智降黄袍怪”这一回。

这一回主要讲了唐僧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精后，白龙马劝八戒
去花果山找孙悟空，猪八戒智用激将法，悟空气得火冒三丈，
与八戒一起去捉黄袍怪救出唐僧。唐僧知道真相后很惭愧，
向悟空道了歉，师徒二人重归于好。

我觉得，唐僧知错就改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知错则该，善莫
大焉。同样，悟空宽宏大度，不斤斤计较，最后还是和师父
历经千辛万苦，不惧艰险，取得真经。

唐僧是肉眼凡僧，他看不出谁是妖怪，谁是凡人，而孙悟空
是火眼金睛，他看得出来。所以唐僧常常被假象蒙蔽，不相
信孙悟空。悟空性子又急，导致师徒双方经常会闹别扭。就
连唐僧坚持不要孙悟空做他徒弟，半路“散伙”这种“大事
件”就有两三次。但最后，大家还是尽释前嫌，坚持不懈，
无怨无悔，最终既取到了真经，又修成了正果。孙悟空其实
也是非常善良的，他重情重义，所以后来他还是救了唐僧，



唐僧也知错就改。

看了这回，我有些许惭愧。过去我脾气不太好，有点“大小
姐脾气”。有一次体育课上举行拔河比赛，我是主力队员之
一。结果有一回合形势不太妙，我提议赶紧换人，结果有两
个同学反对。我就跟那两个同学吵了起来，吵了大半天，我
竟然一气之下不拔了!大家见好几个同学都散了，就全部弃权
了，谁也没坚持到底。那场拔河比赛我们自然没能赢。我觉
得，如果我没有带头主动弃权，没有轻言放弃，那场比赛至
少还是有赢的可能的。

我认为，学习就像在取经，没有谁能轻轻松松就取得“真
经”。虽然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游记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读了吴承恩写的小说《西游记》，它是我国古典
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里的主人公是孙悟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有
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他虽
然有大英雄的气度，但还是喜欢听恭维的话。他机智勇敢，
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敢和三界之主————玉皇大帝
斗。

再说猪八戒，他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气度，又好吃，爱占便
宜，爱偷懒，经常是心里惦记着高老庄的老婆，还有时不停
的让师傅念紧箍咒，伺机报复一下孙悟空。虽然他这样，但
人们还是很喜欢他。

沙悟净心地善良，任劳任怨且忠心耿耿，他以前还是天宫里
的卷帘大将。



最后是师傅唐僧，他既没有孙悟空的本领，也不像好吃懒做
的猪八戒一样。虽然他只会念经但他心地善良，慈悲宽厚。
唐僧曾经被人们说成软弱迂腐，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一直
坚持不懈。最后终于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像孙悟空哪样机智勇敢，不怕困难，
也要像沙僧那样勤劳，忠心耿耿。

西游记读后感篇三

这几天我读了原版的《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
说，全书共一百回。主要描写美猴王——孙悟空战胜妖魔，
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承恩，字汝
忠，号射阳山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

唐僧他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是多么的伟大。但他们也各
有各的缺点：孙悟空的毛躁，猪悟能的懒惰，沙僧的沉默，
唐僧的懦弱。可是他们却带着自己的缺点，取得了真经，并
修成了正果。

《西游记》这本书里一共塑造了四个人物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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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贪财好色、但不缺乏善心；沙和
尚——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这四个人物形象都有特点，性格各有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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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人
物的刻画，也正是这本书的精妙之处。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因为他不畏艰险，勇敢大
胆，具有反抗与斗争精神的英雄形象。他有斩妖诛怪、为民
除害的正义行动，以及上天下地、呼风唤雨的无边法力。

孙悟空的乐观、机智、勇敢、坚定和他那神通变化的特点，



是跟孙悟空后面的大闹天宫、闹龙宫、闹地府、斗神仙等故
事情节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孙悟空，这些故事将失
去它生动的艺术光彩。离开了这些故事，也就没有了孙悟空
这个战斗胜佛生动的艺术形象。

读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还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想要办成一件事，就必须要坚持、必须要努力拼搏才能成功。

西游记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爸爸买了本《西游记》给我看。虽然天气很冷，但
我被《西游记》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捧着
它居然觉得比电视更有趣，享受着其中的真善美给我带来的
温暖。

记得小时候，常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总是笑
着告诉我：“你啊，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想大概每
个小朋友都听过这样的回答。在每个妈妈的心里孩子都是一个
“孙悟空”。

这本书里有专门降妖伏魔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忠
厚老实的沙僧，一心向佛的唐僧等。在我们班上也有着各种
各样的人。有的像猪八戒，懒懒散散，做任何事情都马马虎
虎。有的像沙僧，诚恳踏实。有的像孙悟空，活灵活现。还
有像唐僧一样心地善良，胜不骄，败不馁的人。如果我们在
学习上也能向唐僧这样的人学习就一定可以取得真经。

我最喜欢《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我看了三遍，意犹未尽。
孙悟空为了保护师傅，他识破了白骨精的阴谋，一次次想把
他打死。由于猪八戒的谗言，唐僧的阻拦，白骨精多次逃跑
了。孙悟空被师傅赶跑了，唐僧被捉进了妖精洞里。妖怪想
长生不老要吃唐僧肉。猪八戒打不过妖怪只好跑到花果山请
孙悟空救师傅。孙悟空不计前嫌，毅然前去救师傅。孙悟空
运用计谋不但救出了师傅，还让他明白了不能以貌取人和是



妖就得打的道理。我好喜欢这个爱憎分明的悟空。

“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是我从西天取经的这个团
队中学到的。他们五个人精诚合作，缺一不可，最后取得了
成功。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五(2)班这个集体，大家齐心协力，
互相关心，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随着年龄的增长，《西游记》带给我的不再只是神话的幻想，
还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西游记读后感篇五

提起《西游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西游记》是我国古
典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相传是吴承恩，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
叶，主要描写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师徒四人去
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自问世以
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书中孙悟空这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
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西游记》不仅内容极其丰
富，故事情节完整严谨，而且人物塑造鲜活、丰满，想象多
姿多彩，语言也朴实通达。更为重要的是，《西游记》在思
想境界、艺术境界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谓集大成
者。

记得第一次接触她是上小学三年级时，那时家里刚刚买彩电
回来，那段时间刚好在播放西游记。那时候对她，我可谓如
醉如痴。放学后总是喜欢和小伙伴们托到比较晚回家的我，
一放学就飞快都往家里赶，只为观看几集。

当时最喜欢的角色是极富正义感的孙悟空，羡慕他拥有七十
二变的法术，敬佩他不畏妖魔鬼怪，总能在关键时候排除万
难。于是便暗暗的在我幼小的心灵下种下了一个梦——如果
我也有七十二变的法力，我就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把老师给变



没了，等下课的时候又把老师变回来;考试的时候，我就把正
确答案变到大家的卷子上，这样大家就能都考得100分了……
最讨厌的是猪八戒，因为感觉他是一个好吃懒做、贪财好色、
相貌很丑的讨厌鬼。

可能是年龄渐渐变大的原因吧!往后陆陆续续的出现了许多的
版本，什么《西游记前传》、《西游记后传》、《大话西游》
等等，都一一看过，总觉得不及那版经典、耐看。于是便重
复看了好几遍，而感悟也随时间的冲洗有了很大的改变。

融入生活，细细品味。在取经之前，悟空的脾气个性就像青
春期的我们，不想也不甘在一条条框框架架下成长，于是叛
逆的我们便成了神仙(家长老师)眼中的“坏孩子”。而八戒
则是我们对爱情懵懂的表现，一旦触碰被玉皇大帝(老师家
长)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西游记读后感篇六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不断。
这不四月份我们整个微团队一起《》，让我发现了书中的黄
金屋和颜如玉。

书中主人公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与沙和尚。唐僧一心向
佛，心地，因此总是被妖精捉去；孙悟空机智，爱憎分明，
一路斩妖除魔，神通广大；八戒憨厚懒惰，好吃贪色，但却
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沙僧老实厚道，做事勤恳，任劳任怨。

其中，我最的角色就是孙悟空。他忠心耿耿，重情重义，就拿
《三打白骨精》这个来说：一天，白骨精看到了师徒四人，
诡计多端的妖精想吃上唐僧肉，于是，她分别变成了美貌的
村姑、年满八旬的老妇人和白发苍苍的公，可都被悟空一一
识破了。当唐僧猛念紧箍咒时，悟空为了师傅，忍着剧痛，
打死了白骨精，唐僧却不分忠奸，将悟空赶跑，但在唐僧遇
到黄袍怪后，悟空还是救了他。



孙悟空还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大闹天宫的故事，在《西
游记》中很出名。有时候，我也会把自己也想象成孙悟空：
手中挥舞着金箍棒，驾着筋斗云，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真是
无忧无虑！

相信很多都跟我一样，喜欢孙悟空。除了喜欢，我们更应该
学习他身上不怕困难、勇敢无畏的精神。

西游记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明朝吴承恩写着古典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以孙悟空和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拳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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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那
就是 想要办好一件大事，必须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
能成功。我们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会七十
二般变化，筋斗云，他的武器如意金 箍棒，还有一双火眼金
睛 ，能够分辨人妖，所以，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斩邪除魔，
为西天拳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如果没有诚信憨厚，善长
水性的沙和尚助阵，孙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
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然不懂人情
世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怀，感动了苍天，最终经历千辛万
苦，带领徒弟们，终于取得了真经。

我们还要学习孙悟空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
斗争精神。虽然我们没有孙悟空那般神通，但是我们也要学
习他善于分辨真假善恶，不要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
怪”所迷惑。只有擦亮眼睛，明辩是非，才能撕破一切伪装
的画面。

西游记使我领悟到办成任何一件大事，都绝非容易。唐僧师



徒四人西天拳，经历了八十一难。我们的学习也一样，我们
经历的每一天又何尝没有困难呢？我们小学毕业升初中，初
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又何尝仅九九八十一难呢？
战胜困难的过程，就像孕育着成功。这就是我读了西游记从
中得到的启示。

西游记读后感篇八

谜团一：唐僧的命运是谁设计的呢？

81难中说得很明白，金蝉子遭贬第一难，金蝉子是谁？如来
的二弟子，能贬金蝉子的就只有如来自己了。那么唐僧为什
么会被贬呢？原因是如来讲经的时候，金蝉子在打瞌睡！上
课打个盹就要被罚重新投胎，这惩罚是不是太过严厉了。假
设我们上课打瞌睡就要被开除，重新从小学上起。这对于一
个普度众生的佛祖来说肯定说不过去，难道佛祖这么小肚鸡
肠？很显然佛祖这反常的行为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很有可能金蝉子与佛祖之间早已经密谋好了的，然后金蝉子
顺理成章地被罚下凡间，去执行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什么任
务呢？当然是取经了。那么又有疑问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为
什么不派如来的大弟子去呢？在小说中如来的大弟子从未提
及到。

谜团二：取经的困难

前面说到如来随便找个借口顺理成章地把二弟子金蝉子贬下
凡间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到底这么简单的取经任务非要二
弟子去执行呢？为什么是取经而不是传经呢？很显然传经比
取经更加便捷。我们翻历史资料看看得知，之所以是取经是
形势所迫，不能在大唐明目张胆地传教。换个角度来说，你
来取和我去送，显然前者显得我地位更高，你们才懂得珍惜。
所以取经的第一困难就是只能你来取不能我去送。金蝉子遭
贬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重新投胎会失忆。到这里有人会
问，猪八戒投胎为什么没有失忆呢？因为猪八戒没喝孟婆汤。



所以唐僧取经是需要指引的。取经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不能佛祖单方面内定，而是需要唐王的迫切需求及官方认可。

谜团三：取经人需要哪些条件

1、先决条件。取经人必须是金蝉子转世，如来的嫡系弟子。
但我们知道投胎转世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蝉子会忘记自己的
使命，需要有人指引他走上取经之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会有观音送子，南极星君托梦的说法。同时也为唐僧买商行
了一份保险，如果出现意外，唐僧放弃取经，那就要在关键
时候替唐僧恢复记忆，保证取经顺利进行！

2、身体条件。取经路漫漫长，取经人年纪不能太大，年龄也
不能太小，必须是青壮年。书中说取经之路走了足足十七年，
按出发时十八岁算，回来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也就是
为什么老和尚要将唐僧养了十八年才告诉他真正的身世，让
唐僧去报仇。这个报仇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必须要等到唐
僧成年，这样就能确保万无一失了。

3、官方认可。取经人除了是佛祖自己人，还得是唐王的自己
人。那么我们看看唐僧的身世，祖父是当朝丞相，母亲是丞
相之女，挂名父亲是当朝状元郎，赤裸裸的官二代。要是没
身份显赫估计唐僧还在侍候老和尚呢，哪还能自己开“演唱会
（法会）”。既然唐僧是官二代，就要确保他不被诱惑，放
弃取经大业。怎样确保唐僧乖乖当和尚呢？陈光蕊复生，一
家本该其乐融融，但是作为陈光蕊与殷小姐的独子，他们竟
然不反对唐僧出家，这作为正常家庭来说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显然没有人愿意收留唐僧这个私生子。但名义上唐僧还是官
二代高僧，年纪轻轻、身份显赫，这在寺院中更容易上位了，
也给唐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以后选择取经人埋下了种子。

一切显而易见了，无论是父亲陈光蕊还是母亲殷小姐，丞相
祖父、刘洪等等都只不过是取经路上的一枚棋子，目的就是
引导唐僧走上取经之路。整个事件唐僧完全没有选择权，一



切尽在佛祖的计划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