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标题太长 西游记读后感主副
标题格式(大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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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标题太长篇一

吕雨泽

用了整整一个寒假的时间，我总算把《西游记》给看完了，
这本书令我受益匪浅。

《西游记》是元末明初小说家吴承恩的著作。它也是一本家
喻户晓、百看不厌的，让人读起来就舍不得放下的书。它更
是历史上第一本章回体神魔小说。

书中主要描写了师徒四人一同踏上西天取经，历经了九九八
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如来佛祖赐给他们各自的职位。

其中，我认为最为精彩的故事就是三打白骨精了。在这章故
事里，白骨精一共变化了三种模样，分别是女子、老妇人、
老太公，猪八戒甚至对第一种变化产生了爱慕之心。但是，
这三种模样都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了。因为孙悟空发现了这是
妖怪，而唐僧并不知道孙悟空是在保护他，还以为打死了凡
人，甚至还对孙悟空念了三次紧箍咒，把他驱逐回了花果山。
最后唐僧还是被白骨精抓了，但孙悟空依旧来救了。

读到这里，我发现了唐僧的不分善恶、不懂得明辨是非，还
有孙悟空的嫉恶如仇、忠诚……



记得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也被妈妈冤枉过。那一天下午，经
过我五个多小时疯狂的与作业大恶魔做斗争后，总算把暑假
作业全写完了！我看了看时间，还没到五点，我就看了会儿
电视。结果，还没看五分钟，妈妈就来了。妈妈甚至还以为
我整个下午都在看电视，便将我硬生生的拉进了房间，对我
是又打又骂，我都没机会解释。等妈妈知道事实后，也并没
有对我说那些道歉的话。

这本书告诉了我，做人遇到事情要懂得明辨是非，要懂得去
询问他人真正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读后感标题太长篇二

蒋伊晨

读过富含军事谋略的《三国演义》，仰慕过行侠仗义的《水
浒传》中的英雄，也深思过《红楼梦》里盘根错节的四大家
族，但令我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降妖伏魔、大快人心的《西
游记》了！

no。1齐天大圣孙悟空

这个故事讲了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经历。若要问我最
崇拜谁，当然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了。你看这个美猴王，
大闹天宫，被压在五指山下多少年也不屈服，后来一路保护
唐僧西天取经，用他那出神入化的七十二变，降服了多少妖
魔鬼怪啊！他虽然有些霸道，还有些骄傲，但是他做事敢作
敢当，从不贪生怕死。

no。2忠心耿耿的沙僧

你看他长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其实心地善良着呢！他整
天担不离手，一心想的就是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更值得我们
称赞的是，他还化解了悟空与师傅、八戒之间的很多矛盾呢！



假如没有他这个老好人、和事佬，这西天取经的路上不知道
还有经历多少波折呢！我打心底喜欢这个好徒弟！沙和尚的
武艺虽然不如悟空，但是他很勤劳。在取径的路上他也帮了
不少忙，说起保护唐僧他也一样立了大功呢！

no。3淳朴憨厚的猪八戒

这家伙长得猪头猪脑的不说，还好吃懒做，经常向唐僧打孙
悟空的小报告，搬弄是非，还经常被妖怪捉弄，真是让人哭
笑不得啊！虽然他看起来一身缺点、贪吃馋嘴不说，一遇到
困难就想逃避，动不动就闹着分行。不过，他面对敌人不惜
力气，举耙力战，被抓时也不妥协。挑行李、背死尸等脏活
累活都是他来做，在经过荆棘岭和七绝山时，也是他为大家
开山路。他的性格淳朴憨厚，总是说一些傻话，做一些傻事，
有时候耍小聪明也都被孙悟空识破，常常闹出笑话。

这本书教会了我善良宽容，嫉恶如仇，面对困难时要如何去
面对，而不是一味逃避。我知道了任何事都不能一帆风顺，
也不能因为发现别人的缺点就厌恶别人，正所谓人无完人嘛！
也许，第一应该给充满智慧的吴承恩老先生啊！

读后感标题太长篇三

一、格式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
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题目可以用
《读后感》;还可以用自己的感受(一两个词语)做题目，下一
行是《读——有感》，第一行是主标题，第二行是副标题。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五、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六、要审清题目。

在写作时，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力求做
到“读”能抓住重点，“感”能写出体会。

七、要选择材料。

读是写的基础，只有读得认真仔细，才能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从而抓住重点，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才能有所感受，有所
体会;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读感之间的联系点来，这个点就
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文中点明中心思想的句子。对一篇
作品，写体会时不能面面俱到，应写自己读后在思想上、行
动上的变化。

八、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
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
的作品上来。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
生活实际。

九、要符合情理、写出真情实感。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高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种文体。但从以往读后感训练的.情况来看，效果并
不尽人意。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活用“四字
诀”，则更容易生效。



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
“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
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录
“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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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番分析，
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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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

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
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
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
放松。

当然要写好读后感，关键还要读透材料，抓准感点。怎样读
透材料?一般说，如果是记叙文，就要抓住人物最突出的某种
品质，最有价值的语言行动或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如果是
议论文，就要把握中心论点;如果是寓言或哲理性的散文，就
要领会其深刻的寓意。

当然，读一篇文章，感可能是多方面的，要在分析、思考的
基础上，选择最值得发表，感受最深，见解新颖独到，最有



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感受来写，一篇读后感只能容纳一个感点，
其他感点无论多么好，都要忍痛割爱。明智之举是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并围绕一个感点，联系实际，谈深谈透。

读后感标题太长篇四

尤渝婷

读了《西游记》这本书后，我的心仿佛跟着进入了唐僧师徒
他们神奇的世界里。它主要记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遭遇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

我最喜欢的篇章是《三借芭蕉扇》这篇故事。这篇故事讲了
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一片山区，走着走着，越走越热，孙悟空
发现有一座火焰山，只要找到铁扇仙借的宝扇，才能灭了那
团大火。于是，孙悟空决定去找铁扇仙借宝扇。

第一次借扇，因为孙悟空曾经与铁扇仙的孩子红孩儿交过战，
因此被铁扇仙赶了出去。

第二次借扇我觉得是最有趣的。孙悟空经过第一次的失败，
尝到了铁扇仙的厉害，于是决定智取宝扇：他巧妙地变成飞
虫，钻进铁扇仙的肚子里，在里面翻江倒海，弄的铁扇仙生
不如死，铁扇仙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介绍。可是没想到，铁扇
仙竟给了他一把假扇子。

第三次借扇，孙悟空请来了天兵天将，终于借到了真宝扇。
把那团火给消灭了。

这篇故事让我感受到了孙悟空除了神通广大、机智聪明也很
毛躁的性格。在生活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非常的聪
明，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出了
一道难题，把全班都难住了，可是只过了一会儿，他就高高



的举起手，老师叫起了他，他就马上倒背如流的讲了出来，
把同学们都给震惊了，他们张大嘴巴，瞪大眼睛，非常惊讶。
他虽然聪明，但他很容易毛躁，数学课老师又出了一道附加
题，不仅把全班难住了，还把他给难住了，他气的跺起脚来，
脸红的跟个大苹果似的，头发乱的好像被人打了似的，最后
老师把这道题讲了一半，让他起来说另一半，可是他刚才因
为很毛躁，没有思考，所以说不出来，老师叫了别人，然后
别人讲对了。遇事要三思而后行，不要遇事就毛躁，应该学
孙悟空吸取教训。

读了《西游记》，你会知道很多道理，做人要谨慎，遇事三
思而后行。

读后感标题太长篇五

潘珞琪

想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就要有强大的毅力，每天坚持不断的
练习一定会成功。这几天我看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
记》。

虽然之前我看过不少关于西游记的电视连续剧，但我觉得还
是看书才能更深的体会到书中的情感。

西游记里面主要写了从前有一个叫孙悟空的猴子，他去拜见
了一个师傅，学会了七十二变，最后和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一
起去了西天取经。他们遇到了很多妖魔鬼怪，经历了九九八
十一难，终于取得了真经。

他们四人走了那么多路，人生就像取经，在这过程中非常艰
苦，但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孙悟空，他善良调皮还非常聪明，
他一路上一直保护着师傅，虽然有时候师傅会赶他走，但他



都不离不弃，一直保护着师傅。

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就像他们一样，每天不断坚持着。她从9岁
开始练习滑雪，为了梦想他至少骨折了三次，摔倒和受伤更
是不计其数，但他始终坚持从来都不放松，他在冬奥会上为
中国夺下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因为他自律、勤奋、坚持。关
天培坚持与英军战斗，他说：”人在炮台上，不离炮台半步。
”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还有阿里巴巴的创办者马云，
他对梦想从不放弃，他失败了很多次，但他有坚持不懈的精
神，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功了！

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只要有坚持努力团结，
就一定会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