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著人物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
一起来看看吧

名著人物读后感篇一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需要写
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下面
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名著《西游记》人物形象读后感，希望
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西游记》主要讲述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再取取经的
途中，他们遇到了无数的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听说吃了
唐僧肉能长生不老，便想尽一切办法抓唐僧。他多亏有了孙
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和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等人的帮助，
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取得了正经的故事。

在《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里，主要人物共有四人：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各有特点：唐僧诚心向佛，
极为善良;孙悟空坚强勇敢，敢作敢为;猪八戒自私自利，好
吃懒做;沙和尚诚信可靠，十分老实。在这四人中我最喜欢的
是孙悟空，他神通广大，敢作敢为，时时刻刻保护着唐僧、
猪八戒还有沙和尚的安全。遇到妖魔鬼怪时，他从来都不心
慈手软，总是能把那些妖魔鬼怪打得个人仰马翻。如果实在
打不过的话，他就会请他的救兵——观音菩萨来帮忙。只要
有了观音菩萨的帮助，唐僧师徒总是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西游记》这本书也教育了人们要团结合作、同心协力的精
神。您想想看，如果唐僧不是诚心诚意要取得真经，他骂你
还会取到真经吗?如果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不是一心要保



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他们还有可能会取到真经吗?所以，这本
书也教育人们要团结互助、同心协力。

以实现生活中每人都要有一本真经去取。学生有学生的真经
要取，教师有教学的真经要取，医生有医学的真经要取，科
学家有科学的真经要取……我们既然有去取得自己职业上的
那一本真经的志向，那我们就要向着这个志向出发，不达到
目标决不放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这一部由射阳山人撰写的神魔小说，出神入化，师徒四人的
九九八十一难，使我身临其境。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是最能振奋我的了。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
还有七十二变……”他话音未落，我早已蹦了起来，瞪大眼
睛，攥紧双拳，屏住呼吸，仿佛心都停止了跳动，我站在电
视机前注视着那金箍棒。我也渴望有一个可以变化自如的金
箍棒，更想要他那通三界的本领。维妙维肖的孙悟空也给了
我很大的鼓舞。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孙悟空便会首先从我脑海中浮
现——他告诉我，生活中的困难或许有很多，但如果我们足
够努力，那就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坚石。顶天立地的他也使我
有所改变。从一个幼稚的小孩变成一个懂事的青年;从一个调
皮的小孩儿变成一个稳重的青年;从一个无知的小孩儿变成一
个成熟的青年。总而言之，这本书陪伴了我的成长。

人生不会因为生来完美就顺风顺水，也不会因为生来不完美
就此生无望。转瞬即逝的初中三年，中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面试”，或许我们有许多疑问，这
些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孙悟空虽然是个神话人物，是虚无的，但人人都可以做孙悟
空。我们不免会做错事，但只要你改正过来，脚踏实地，就



能像孙悟空一样勇敢无畏。这真是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
阔”!

《西游记》一书鼓舞了我他告诉了我：人生就要有所追求，
为了实现理想而披荆斩棘，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直至胜利的彼岸。

《西游记》一书使我受益终生!

《西游记》是一篇长篇神魔小说，前七回讲孙悟空的身世和
大闹天宫的故事，第八回介绍唐僧，交代西天取经这一中心
事件的由来，第十三回到第一百回是小说的主题，讲述唐僧
师徒取经路上战胜无数妖魔鬼怪，历经重重磨难，终于到达
西天，取回真经的故事。

小说中，孙悟空不怕困难，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独臂女孩张超凡因为天生不完整的左臂，她告诉我们：“我
必须优秀，即使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也要活出个样儿
来!”受父亲影响的张超凡，从小学习国画和书法，年少时便
开始崭露头角，有一个星期她带回四个获奖证书，后来她考
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研习写意画鸟专业，如今的张超凡是
周围人眼中的“天使”和“达人”，有人甚至称她为“东方
维纳斯”。作为一个天生残疾的女孩，她骨子里的那份坚强
勇敢，不怕困难，无所畏惧远远超过了常人，一份信念，让
她成为自信的标杆。

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有所不同，所以每个人看《西游记》的
感悟也会不同。如果把唐僧师徒四人取经之路比作我们的成
长之路，那九九八十一难一定就是我们成长道路上遇到的挫
折与磨难，而那些妖魔鬼怪就好比我们心中不好的念想，如
果稍一松懈，就会误入歧途，既影响了自己，又影响了他人，
而那九九八十一难的成功通过，就好比我们用自己的智慧战
胜了我们成长路上的种种困难与磨难。



在抛开西游记的宗教外衣下，对今天的青少年来说，这部小
说也许更像一个励志故事：人生就要有所追求，为实现理想
而披荆斩棘，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以超强的韧劲和斗志战胜
一切困难，直至胜利的终点。

书，是人们最有益的朋友。在我读过的书中，我最喜欢的书
就是吴承恩写得《西游记》了。它不仅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
一，也是中化民族的魁宝。

《西游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不
平凡的出生，以及他在花果山逍遥自在、称王称霸的生活。
后来，孙悟空大闹天宫，结果被如来佛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让他知道做事不能无法无天还被压在了五行山下，五百年以
后被去西天求取真经的三藏法师唐僧所就。自此，孙悟空保
护唐僧，踏上了去西天的艰难道路。不久之后，猪八戒、沙
和尚也加入了去西天取经的对伍之中。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除
魔，他们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西天，取到了真经。

在这一本书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了。我觉得孙悟空
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天不怕地不怕，具有坚强不屈的反抗
精神。你看，他不仅敢和玉皇大帝争斗，并为自己争来
了“齐天大圣”的美称，还不惧怕任何妖魔鬼怪，面对困难
也绝不低头退缩。

我觉得，孙悟空虽然只是个神话英雄，但他那坚持不懈的精
神和他的勇气，也同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在学习、生活，我
们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拿我的作文水平来说吧。以前我
的作文就像记流水账一样，基本上没有几个好词，没有几句
好句，写得很不好。当时我想退缩，可是孙悟空出现在了我
的脑海里，我便想起了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了九九八十一取得
真经的故事，于是我又坚持了下来，现在我的作文水平提高
了许多，不在像记流水账了，也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好词佳句。

《西游记》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迎难而上，这样才



能取得“真经” !

我读了《西游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
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孙悟空因嫌官太小，回了花果山，并且自封为
“齐天大圣”，没想到惹怒了玉帝。玉帝派了托塔天王和哪
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前去捉拿孙悟空。托塔天王派巨灵神
前去挑战。孙悟空把巨灵神的斧头打断了，于是巨灵神逃回
去了。托塔天王见状忙叫哪吒前去应战。哪吒变成了三头六
臂，手持六样兵器向孙悟空打来。孙悟空也变成三头六臂前
去应战。他们大战了几百个回合，哪吒遭孙悟空偷袭败下阵
去。托塔天王没招了，忙回天庭找玉帝。玉帝没办法，忙向
众神征求好的方法来降伏孙悟空。后来太白金星献策，让孙
悟空封一个有名无权的“齐天大圣”。玉帝答应了，后来孙
悟空上了天庭。孙悟空看蟠桃熟了偷吃了几个没想到吃了还
想吃就吃光了蟠桃，大闹了蟠桃会，并且吃了太上老君的仙
丹，返回了花果山。后来玉皇大帝大怒，最后得到如来佛的
帮助，将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压了五百年，直到观音点
化唐僧前去西天取经，孙悟空才得以脱身，保护师傅唐僧西
天取经。

读了《西游记》这几个章节后，使我受益非浅。它让我懂得
了一个道理：如果要想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
团结一致才能成功。孙悟空，不仅会七十二般变化，还有一
双火眼金睛，能分辨是人是妖，所以，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
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没有擅长水性的沙河尚帮
助，孙悟空的水中捉妖也没有那么顺利了。八戒力大无比，
也是孙悟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然不懂人情世故，但始终
以慈悲为怀，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真经。看了《西游记》
真的让我懂得了许多。



名著人物读后感篇二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名著背影人物形象读后感，希望对
大家能有所帮助。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的，我们又要如何报答父
母的深恩呢父亲，在失败时鼓励，在成功时严厉，需要时帮
助。没有华丽的语言去形容默默奉献的父亲，用上所有的语
言也不够。

是谁的背影总穿梭于危急的地方，把我从苦恼中救出是谁的
背影总守候在病床的旁边，熬红了双眼却不在乎是谁是父亲!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朱自清的眼泪如花从那一
刻绽开了……祖母的辞世，父亲的下岗使他家风雪交加!在他
的眼中，他父亲有点哆嗦，儿子那么大了，还不放心。家，
是一个一直想摆脱的网，但风雨来了却成了避风港!

读了朱自清的文章《背影》，我深深地体会着。

文章的内容很简单：一位父亲送儿子上火车去远方读书，并
爬过台阶，帮儿子买了几只橘子，待火车要开时，不断的要
求茶房照顾好我，也不断的叮嘱我路上小心。朱自清的《背
影》我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都会被深深感动着。

躺在沙发上，随手翻开一本《精美散文》，映入眼帘的是朱
自清的《背影》，细细的读了起来。便想起我的父亲。

我老家在一个边远山区县的小村，离县城有二十来里路吧。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勤劳的农民。他不懂“养儿防老，积谷防
饥”，却一连生下了八个儿女，为了这八个儿女能够长大成



人，他在这个山区小村辛勤劳作了一辈子，从来没出过远门。

所到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县城吧，虽然县城离家才二十来里
的路程，即便如此，逛一次县城可能还要作长远规划呢，因
为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耕作以外的事情上。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就是父亲生活方式的写照。

《背影》是一篇描写亲情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出
色。虽然它的文字不是太多，但是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大部
分的字很浅易，而且句子通顺，因此读者很快能领悟内容。
作者把文章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同身受。阅读期间，当
父亲去买橘子的时候，令我非常感动，我也像作者一样情不
自禁地流下泪来。

我觉得这篇文章给了读者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父母常常再
三地告诉我们要小心或努力读书，他们始终都是为我们着想、
希望我们能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他们，不要辜
负他们对我们殷切的期望。

读了朱自清写的《背影》一课时，文章对第三次背影描述的
格外详细。在描写父亲为他买橘子的时候文中用了‘攀’
爬‘微倾’这几个动词，体现出了父亲努力的样子，对于父
亲肥胖的身子来说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是很困难的`。

也在文章后写了朱自清赶紧去搀扶他的父亲做了铺垫，体现
出了作者对他父亲的感动，明明可以自己去买橘子而最终去
的是他的父亲，也看出子对父与父对子的互相关爱。在这背
影中，体现了父爱的感人力量。

背影》来自于《朱自清散文精选》，令我十分感触。《背影》
写于1925年10月，刻画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章用
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在滑稽、笨拙的动
作中，传达出父子之间的真情。这篇文章中细致描写了父亲
的一举一动，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朱自清爷爷的惨淡家境。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总是批评我，有时甚至非常严厉，
而我总觉得他们批评我不对，我也经常觉得他们总是那么唠
叨，甚至有时认为他们对我不好，我不喜欢他们。但读了这
篇文章，让我知道了父母都是爱我们的，打也好，骂也好，
都是想让我们长大成才，是对我们教育和帮助的一种方法。
我们应当认真接受，也应当从内心学会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

记得第一次读《背影》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吧，准确来说那不
叫读，而是背，因为那时的要求是要把整篇文章背下来 ，才
算过关，至于心得或感受，那可真的没有。

也许是随着年龄增大，世事变迁给自己更多的感触吧，这次
读到这篇精美短文，很是别有一番感受。感动，因为字里行
间透出来的作者父子间略带忧伤的这种诚挚而淳朴的亲情，
待我掩卷回神时，眼眶早已湿润。

读了《背影》一文后，我对父亲、母亲、父爱、母爱有了更
深的体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两句诗，真真
切切正的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爱啊！不管我长得多大，离家
多远，都不能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背影》是朱自清的一篇经典散文，讲的是他与父亲回家处
理完家事后，返回时，他父亲坚持亲自送他上车，又辛辛苦
苦跑去买橘子给他吃的故事。文中，朱自清一再提到父亲的
背影，感动的三次留下眼泪。

读了《背影》，我感慨万分，想起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又想到父母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可我们却从没有为他们
做过什么。父母为我们做饭、洗衣服、做其他事情，父母像
一把巨大的伞，为我们遮着风雨。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父母却一天天变老。他们为我们受了多
少累，吃了多少苦，让我们为他



今天，我读了《感动》中的《背影》，作者是我国著名作家
朱自清。

我要去北京念书，父亲去车站送我，他看见橘子，于是穿过
铁路，跳下去又爬上来，父亲是个胖子，自然费事些，看见
父亲的背影，我不禁流出了眼泪。

读了这篇文章，我认为作者流出的类是感动的泪，父亲对他
的关心无微不至，深深感动了作者。

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晚上，家里水喝完了，我感到口渴，爸
爸马上出了门买了水给我。

我觉得父母的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爱
自己的孩子?没有。

父亲老是忘我地为家人贡献，不求任何回报。父亲就是这样
的，给我洗衣、洗碗，从不要“付账”，咱们兴许就会如许
一生“赊账”。

感恩亲人，感谢对你支出的人。岂非还要等吗？往感恩对你
支付的人吧。“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陪你终生……”的歌
声又回荡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感恩之心还在一直地跳动；世
间的感恩之情还在不断传承。

女儿回家跟我讲，说语文老师留了一份作业给我，让家长写
一份《背影》的读后感，其实真的有诸多感慨，但真写的时
候却又无从下笔。多年以前，父亲就是当时教 我学这篇文章
的老师，但当时却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文字很平实，
很叙事，时至今日，再次重温，始觉出其字里行间的美来。

这些年，父亲做过很多事，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背影，
倒是我，曾经留下了很多的背影给他，虽然我没有回头，但
我能感觉到，在火车站的进站口、在村头、在小区的院门口，



那一直落寞地目送我远行的身影。

《背影》拥有几代读者，看过的人都说这篇文章很感人。是
的，它也同时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看来，文中最感人的是
父亲爬过月台买橘子的小事，相信有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感。
这段文字，描写地十分细腻，在一些小动作描写的地方，都
很到位。这篇文章也把作者的感情脉络理地十分清楚，同时
也清楚地表现了当时两代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使读者感触颇
深。

文章的主题是父子之间的感情。故事开始的时候，是描写父
子处身于艰难的困境中。作者的祖母去世了，父亲也刚刚失
业。到处借钱办完了丧事后，他们到了南京。父亲要在那里
找工作而他度过几天后就要从那里回北京念书。在车站上，
当作者看见父亲托茶房照应他的时候，作者心里认为他很婆
婆妈妈。可是，看看父亲那么辛苦地替他买橘子，他的泪很
快就流了下来。之后，接到父亲的信，令他想起父亲当时的
背影。

时间匆匆，不会为谁而停留，在这时间的洪流中，卷进了父
亲的青春，也卷进了我们的青春，无门随着青春的流逝而长
大，而父亲却慢慢老去了。是父亲用那坚实的肩膀托起了我
们，也托起了我们一片光明的前途。

《背影》，在作者心里是爸爸。

“我与父亲已经不相见两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在他的生活里，爸爸是伴着他走过的人。在车站，作者看
到了他那个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次青布棉袄和
胖胖的身材的爸爸。他看到爸爸努力的爬上月台，穿过铁道
的身躯，眼睛里热泪滚烫。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感恩，
也体会到了作者爸爸的辛苦。不论怎样也要给他的儿子买到
橘子吃。



在这里，也让我明白了爸爸的辛苦。一件件衣服渐渐小了，
镜子里的我在一天天长大，我在欣喜的同时却不曾留意爸爸
的变化。我对他脸上渐渐出现的皱纹，日渐驼下去的背，还
有那一身的疲惫都视而不见，只是一味的任性，我觉得真不
应该。

名著人物读后感篇三

背影》来自于《朱自清散文精选》，令我十分感触。《背影》
写于1925年10月，刻画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章用
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在滑稽、笨拙的动
作中，传达出父子之间的真情。这篇文章中细致描写了父亲
的一举一动，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朱自清爷爷的惨淡家境。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妈妈总是批评我，有时甚至非常严厉，
而我总觉得他们批评我不对，我也经常觉得他们总是那么唠
叨，甚至有时认为他们对我不好，我不喜欢他们。但读了这
篇文章，让我知道了父母都是爱我们的，打也好，骂也好，
都是想让我们长大成才，是对我们教育和帮助的一种方法。
我们应当认真接受，也应当从内心学会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

记得第一次读《背影》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吧，准确来说那不
叫读，而是背，因为那时的要求是要把整篇文章背下来 ，才
算过关，至于心得或感受，那可真的没有。

也许是随着年龄增大，世事变迁给自己更多的感触吧，这次
读到这篇精美短文，很是别有一番感受。感动，因为字里行
间透出来的作者父子间略带忧伤的这种诚挚而淳朴的亲情，
待我掩卷回神时，眼眶早已湿润。

读了《背影》一文后，我对父亲、母亲、父爱、母爱有了更
深的体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两句诗，真真
切切正的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爱啊！不管我长得多大，离家



多远，都不能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背影》是朱自清的一篇经典散文，讲的是他与父亲回家处
理完家事后，返回时，他父亲坚持亲自送他上车，又辛辛苦
苦跑去买橘子给他吃的故事。文中，朱自清一再提到父亲的
背影，感动的三次留下眼泪。

读了《背影》，我感慨万分，想起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又想到父母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可我们却从没有为他们
做过什么。父母为我们做饭、洗衣服、做其他事情，父母像
一把巨大的伞，为我们遮着风雨。

我们一天天长大，而父母却一天天变老。他们为我们受了多
少累，吃了多少苦，让我们为他

今天，我读了《感动》中的《背影》，作者是我国著名作家
朱自清。

我要去北京念书，父亲去车站送我，他看见橘子，于是穿过
铁路，跳下去又爬上来，父亲是个胖子，自然费事些，看见
父亲的背影，我不禁流出了眼泪。

读了这篇文章，我认为作者流出的类是感动的泪，父亲对他
的关心无微不至，深深感动了作者。

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晚上，家里水喝完了，我感到口渴，爸
爸马上出了门买了水给我。

我觉得父母的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爱
自己的孩子?没有。

父亲老是忘我地为家人贡献，不求任何回报。父亲就是这样
的，给我洗衣、洗碗，从不要“付账”，咱们兴许就会如许
一生“赊账”。



感恩亲人，感谢对你支出的人。岂非还要等吗？往感恩对你
支付的人吧。“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陪你终生……”的歌
声又回荡在我的耳边，温热的感恩之心还在一直地跳动；世
间的感恩之情还在不断传承。

女儿回家跟我讲，说语文老师留了一份作业给我，让家长写
一份《背影》的读后感，其实真的有诸多感慨，但真写的时
候却又无从下笔。多年以前，父亲就是当时教 我学这篇文章
的老师，但当时却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文字很平实，
很叙事，时至今日，再次重温，始觉出其字里行间的美来。

这些年，父亲做过很多事，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背影，
倒是我，曾经留下了很多的背影给他，虽然我没有回头，但
我能感觉到，在火车站的进站口、在村头、在小区的院门口，
那一直落寞地目送我远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