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传读后感(模板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
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西游传读后感篇一

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我的领悟却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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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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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旁白;有人
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的
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
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
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
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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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
由，它的一切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
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然而，
每个人都明白，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
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
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
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
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扩展阅读篇】

读后感，顾名思义，要先有“读”，而后才有“感”可言，
它将阅读与写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阅
读了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首诗而后将自己的感受、心得、
体会写下来形成文字，就是读后感。

注意点：

1、吃透文义。写读后感之前，索要写的对象文章或者书籍要
读透，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如果读不透，写的时候就
会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

2、是自己在写读后感，是自己的感受或者感悟。千万不要说
教别人，令人味同嚼蜡。我看过一个孩子的读后感，从头到
尾除了概括引用原文之外，就是在对别人指手画脚，搞了很
多名言名句镶嵌其中，满以为光彩夺目，实则堆砌材料。让
人不愿意读下去。这是很多孩子写作的共性。

一、首先了解“经典式”读后感的结构模式

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
离不开“感”--自己的感想、观点、看法，“读”与“感”
之间，还要有“感点”前后衔接。因此，读后感的中心一般
结构模式可以如下图所示：



述读(前提)

发感(论证)

感点(桥梁)

结感(升华)

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感点”是关键，没有了感点，读后感
也就失去了灵魂，也就无所谓“读后感”。感点，就是你读
后最有感受的地方或者点。

在整篇文章中，感点在“述读”与“发感”之间起着桥梁的
作用，是结构全文的纽带。“感点”承接“述读”。读后感
的写作，必须是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感”，
“读”是“感”的前提和基础，“感”是“读”的延伸或结
果。“感点”也领起“发感”，它是发感的依据。发感必须
围绕感点展开论述，对感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感受，以议论
为主，突出一个“感”字。“结感”收束全篇，升华感点，是
“感”的归宿。

注意：很多孩子的读后感，复述完故事内容，就开始写感，
翻来覆去，就几句话，就是多写一点，也是不着边际，一盘
散沙，主要是缺乏“感点”这个桥梁，显得很突兀，过度不
自然，不顺畅。

二、掌握“经典式”读后感的写法

第一步：拟主标题，这一部很重要。很多孩子直接写《xx》读
后感，别人读的时候就引不起兴趣，会想到这样没有主题的
读后感会不会浪费时间呢?如果有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就
会让人有一种乐于阅读的心思。所以，虽然也可以不要主标
题，但是我还是建议拟主标题。过江龙进来的文章都学会了
拟主标题，如：《爱是战胜邪恶的天然屏障--读《哈里.波特



与魔法石》有感》、《拥有一颗平常心--读《查理和巧克力
工厂》有感》、《谦虚功的基石-读《谦以行善,金榜提名》
有感》等等。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睛醒目，就像一个人拥有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一样，先是好看了三分呢。

注意点：标题一定要高度浓缩你的感悟心要。不要泛泛而写，
一定要结合感点，否则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第二步：述读--引

讲述：在通常情况下，要围绕感点，引述材料。就是围绕感
点，有的放矢地简述原文相关内容。写这部分内容就是为了
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注意点：1、在述读这一部分，引述原文要精简，不能大段大
段地叙述所读书籍、文章的具体内容。

2、对于原文的述读，材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

3、篇幅较长的，只能够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而
与感点无关紧要的部分只能是忍痛割爱了。

4、“述读”材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这是读后感成功
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5、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了一半。这一部分如果拖沓冗长或
者与主题不相符，就会让人反感。

第三步：感点--议

议，就是紧承前一段“述读”所引述的材料，针对材料进行
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
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



更要深入剖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也就
是中心论点。

第四步：发感--联

“发感”就是对“感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这一部分
是读后感的主体部分，是对感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证明感点的正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合理性。

注意点：1、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都要围绕感点来展开，
而不能游离于感点之外。也就是你选的例子和所讲的道理和
感点要有共鸣，不能另立一个论点。否则，就会不知所云，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一些孩子在联系实际的时候，所选
的题材和感点貌似相似，仔细一对比，表达的思想不一样，
这样就让读者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切忌。

2、发感还要联系实际，深入论证。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
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
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有时候还可以是个人的思想、
言行、经历。

3、联系实际，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能泛泛而谈，
不能脱离感点随意联想，不着边际。

第五步：结感--结

结感就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
希望，发出号。

注意点：1、不管怎样结尾，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分构成一个
有机整体，不能是横空出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表决心
式的结尾也行，但是容易落入俗套，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2、要结得自然，顺理成章收束全篇。或发人深思，或气势磅



礴，或首尾呼应，暗合标题，都不失精彩。

西游传读后感篇二

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吴承恩的《西游记》以
其独特的魅力一直吸引着读者。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巨著，
通过对主人公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这几位形象鲜明
的角色的描写，深刻地展现了人性与善恶的斗争，以及人心
的强大力量。读完这部小说，我不禁有许多感慨和思考。

首先，我深深被孙悟空的坚韧和智慧所打动。他以凌驾一切
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能力，多次化险为夷，拯救了一行人。
无论是面对妖魔鬼怪的袭击还是天灾人祸的考验，孙悟空总
是能迎难而上，充满勇气和信心。他的妙计和智慧展现了中
国人民在困难面前从不屈服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借鉴。

其次，我惊叹于僧人的坚守信仰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唐僧作
为佛像，为了取经的目标，历经千辛万苦，踏遍险阻崎岖的
路途，始终没有动摇，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与初衷。他的慈悲
心态和正直品质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唐僧的形象使我明白
到一个人只有具备高信仰、高德行，才能维系自己的生命力
与价值。

其次，我被猪八戒的真情实感所打动。猪八戒看似粗鲁愚钝，
但内心善良、为人忠诚。面对困难，他总是不离不弃，与孙
悟空一道战胜困难。猪八戒敢于承担责任，勇敢面对自己的
过去和困境，他的坦诚和真情实感值得我们深思。在生活中，
我们也应该勇于接受自己的过错，并且努力改正，这才能真
正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最后，沙僧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反思。他沉默寡言，温和善
良，深得我敬佩。读到他的经历，我联想到我身边那些默默
奉献的人，这些人为了自己理想，为了让社会更美好，默默



无闻地付出着。他们从不张扬，却仍然坚持着，默默地奉献。
他们就像沙僧一样，默默耕耘着，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
好。

通过阅读《西游记》，我们能够感受到每个角色背后所代表
的中国民族精神与文化内涵。孙悟空的坚韧与智慧，唐僧的
信仰与追求，猪八戒的真情实感以及沙僧的深沉宽容，他们
都是时代的产物，人的精神与智慧的结晶。每个人都可以从
中得到启示与反思，这些启示将会在我的生活中指引我前行。

总之，《西游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名著，它通过描写
主人公的性格与精神魅力，传达了人性善恶斗争的主题，展
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启发，
在今后的生活中将会不断思考、学习和努力，成为一个有品
质、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人。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读到这本书，从中获得启示，重拾信念，感悟中国传统文化
的智慧，共同铸造美好的明天。

西游传读后感篇三

西游记这部杰出的古代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
蕴和人性的复杂性。在阅读完这部作品后，我对其中的一些
主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我将在以下的文章中分享我
对西游记的心得体会。

首先，西游记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其丰富的神秘
元素。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各种仙魔妖怪的存在。这些角色
有的善良，有的邪恶，也有的善恶微妙地交织在一起。例如，
猪八戒虽然性格愚蠢贪吃，但也常常表现出真诚和善良。相
比之下，妖精白骨精表面纯洁美丽，其实却残忍无情。这种
善恶的并存让我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次，西游记强调了信仰的力量。孙悟空作为唐僧的护送使
者，被奉为神灵，他拥有强大的能力去对抗恶魔和妖精。在



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孙悟空的力量被用来保护唐僧取经。
这给我启发深深。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信仰都是人们内心
的寄托和力量源泉。只有凭借坚定的信念，我们才能克服面
前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西游记也强调了友情的重要性。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
之间建立了强大的友谊。尽管他们性格各异，但他们在面对
困难和危险时总能相互帮助和支持。这种深厚的情谊令人感
动，也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友谊应该是无私的，彼此信赖、接
纳和支持的。

第四，西游记对道德的探讨也深深打动了我。在小说中，唐
僧和他的徒弟们一路上遇到了无数的考验和诱惑，但他们凭
着对真理和正义的坚持最终战胜了邪恶。这让我深思人应该
如何面对诱惑和困境。这部作品教会了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最后，西游记也给我带来了文化的启发。作为一部承载了中
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小说，西游记展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智
慧的瑰宝。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文化中对
家庭、友情、忠诚和人性的重视。作为一名读者，我觉得通
过阅读西游记，我深入了解和体验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总之，西游记这部伟大的作品以其深刻的主题和精彩的故事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了解其中的善恶并存、信仰的
力量、友情的重要性、道义的探讨以及文化的启发，我深思
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生的意义。西游记让我认识到在这个复
杂而多变的世界中，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是多么重要。

西游传读后感篇四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魔神小说，
里面描述着孙悟空的身世，拜师求学以及大闹天空，后来遇
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僧师徒三人一路西天取经，一路降妖



伏魔，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达到西天，见了佛祖。

读完《西游记》这篇小说中，让我感受到到许多奋不顾身的
精神，不要轻言放弃应该坚持走下去，你就会有许多收获。

西游传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作品。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心得体会。首
先，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人性关怀和智慧。其次，我
被书中所描述的离经叛道的形象所吸引，认识到个性与权威
的冲突。接着，我明白了要实现自我修养，需要解决内外的
冲突。最后，我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并深谙“心怀天下”
的道理。

首先，我对《西游记》深深感受到了人性关怀和智慧。在这
部作品中，作者通过描写唐僧师徒四人的伟大事迹，传达了
对于人性的关怀。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了一路的艰辛和危险，
但他们始终坚守着对正义和善良的信念。作者通过这些形象
表达了对于人性善良和正义的追求，引起读者对人性的思考
和反思。同时，作品中还展现了作者的智慧，包括对于官僚
体制、社会问题等的深刻触及。这使得《西游记》成为了一
部充满人性关怀和智慧的作品。

其次，我被书中所描述的离经叛道的形象所吸引，认识到个
性与权威的冲突。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由。虽然他的行为
看似背离了道德规范和传统习俗，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良
知和正直。这让我明白了个性与权威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
种冲突中如何保持自我。从孙悟空的身上，我学到了应当保
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被局限于
他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中。

接着，我明白了要实现自我修养，需要解决内外的冲突。在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不仅面对了妖魔鬼怪的阻扰，
也面临着内心的迷茫和困惑。他们不断修行，克服了自己思
想上的种种障碍。通过这个过程，我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修
养，需要同时解决内外的冲突。只有打破自我内心的困扰和
束缚，才能真正超越自我，成就更高尚的人生。

最后，我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并深谙“心怀天下”的道理。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不断阅读和学习，通过读书
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应付各种妖魔鬼怪
的挑战，也能够在修行之路上更加从容和深入。从中，我懂
得了读书的重要性，它能够打开一个人的眼界，使他更加聪
明、睿智。同时，我也明白了“心怀天下”的道理，只有具
备广博的知识和包容的心胸，才能真正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
值和有意义的人。

总的来说，《西游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给我带来
了很多的启示和体会。它不仅深入揭示了人性的善良和智慧，
也触动了我的思想和情感。通过这部作品，我明白了个性与
权威、自我修养、读书重要性以及“心怀天下”的道理。这
些心得体会将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我能够更
加自信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西游传读后感篇六

《西游记》作者是明朝的作家吴承恩，是一部章回体小说。
作者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笔调，勾画出神奇光怪的情景，
抒发了铲除邪恶势力的'愿望。《西游记》这本书可谓是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

书里的唐僧，原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转世，最后封为
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是从花果山上的一颗石头里蹦出来的，
因大闹天宫，结果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被唐僧所救，
成为了他的大徒弟，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猪八戒是天宫上
的一员大将，因为调戏嫦娥，被贬下凡间错投了猪胎，在高



老庄被唐僧师徒二人降伏最后封为净坛使者；沙僧曾是天空
上的卷帘大将，应在蟠桃盛会上打碎了琉丽盏，在流沙河里
面做了妖怪，被观音菩萨的弟子木叉说服，跟随唐僧去西天
取经，最后被封为金身罗汉。

在这本书里面让我最喜欢的俩回合是《猴王出世》和《三借
芭蕉扇》，《猴王出世》这一回合是孙悟空开始学习本领的
开端，他的老师是菩提祖师，不仅学会了使用筋斗云，还有
七十二变等技能，在龙宫获得了一件兵器，那就是如意金箍
棒又叫作定海神针。

三借芭蕉扇是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过程中，途经火焰山，
这里面炎热无比，孙悟空把这里的土地叫了出来，询问得知，
这里原来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把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打翻了，
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无比的炎热，解除炎热的办法，只能
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她却迟迟不借，因为红孩儿是她和牛
魔王的儿子，她只知孙悟空打了红孩儿，而不知红孩儿给观
音菩萨当了善财童子，最后观音菩萨出面，解除了这次困难。

《西游记》这本书中的师徒四人坚强不屈，团结一心、不怕
困难，敢于面对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
发扬这种品质。

西游传读后感篇七

《大话西游》是把《西游记》里的有些故事情节按照现代人
的思维方式做了改动，人物对话也改为现代版的一本书。这
本书的许多内容用一个词来说就是‘胡扯八道’，同时充满
了幽默风趣的风格。下面就说说《大话西游》大概的`意思和
有趣的地方！

很久以前在一个叫花果山的地方住着一群猴子，有4猴王子。
这座山的山顶有一块巨石。一天猴王子们去巨石旁玩，他们
比赛谁能爬上巨石，最终猴老三爬上了巨石，巨石上有个大



洞，猴老三掉进了巨石洞，出不来了，它们回到家骗猴王猴
老三采果子去了。但几天几夜没回家，猴王万分伤心，叫猴
子找了好久还没找到，后来决定不找了。猴老三在巨石里面
过了八年，幸运的是一次下雨一道闪电把那块巨石劈开了，
猴老三因为在巨石里面没说过话，没走过路，所以它想了半
天才想起来怎样说话走路，很快猴子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猴王后是第一个赶到那里的，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儿子，
她为了让儿子做猴王，就告诉了猴老三一套计划，从此猴老
三不再向她叫母亲，而是叫阿姨，猴王后就带着它到宿舍，
告诉大家它是神猴，天地是父母，所以它生下来就会说话走
路，大家都称它为大王，她的母亲说，既然它长的这么帅气，
不如称它美猴王，就这样产生了美猴王。

带钱了，可在路上吃喝都花光了，另外的还被强盗抢走了，
现在连买一瓶大宝sod蜜的钱都没有了2、孙悟空取了定海神
针之后，小龙女说：我一百年前许下诺言，谁能拿动这个定
海神针，我就让他做我的老公，孙悟空说：我要回花果山照
顾猴子猴孙，等我把那里弄好了再接你。小龙女还信了！

有一本书上说《红楼梦》和《西游记》不同点是《红楼梦》
上离不开‘笑道’两字，但《西游记》上离不开‘骂到’两
字！

我觉得大话西游太滑稽了、太好玩了、太幽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