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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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篇一

“希望永远只给有准备的人”，大家对这句名言都不陌生，
老师、家长也经常用它来教导我们：做事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面对突发状况才能临危不惧。《西游记》名列四
大名著之首，我读完后的第一感受，与上面这句名言有相通
之处:“成功，永远只给有目标、有信念的人”。

这样可贵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虽然我们不可能有
这样降妖除魔的历程，但对我们学生来说，也应该有自己的
目标，并用自己的信念朝这个目标前进。唐僧四人的目标是
向如来取得真经，你的呢?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是在六年
级下学期的学习中不懈怠，争取考上一所令自己、令家长满
意的初中!”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是长大后登上珠穆朗玛
峰!”也许你还会说：“我想向迪恩·波特一样当一位世界冒
险第一人!”……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而怎样实现
这个目标，成了同学们成功路上的跘脚石，下面我就举一个
能让大家有所启发的例子吧：

以《简·爱》著称于世的二十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
特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父亲是
个穷牧师，夏洛蒂的母亲不幸早逝，作为姐姐，她不得不过
早地承担起一部分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洗衣、烧饭、缝缝
补补……什么都干，可是，她却始终不忘写作与学习，有时
尝试请求大师指点，却遭讽刺，面对艰难，她选择了知难而
进!从诗篇到改写小说，她在荆棘丛中开拓新路，向小说领域



驰骋深思妙笔。经过不懈的努力，她们硬是用钢铁般的意志，
敲开了文学圣殿的大门，硬是用汗水和心血把“小草”浇灌
成了“大树”， 以《简·爱》一书名垂青史。

上面这个例子足以证明：一个人只要有目标，有坚强的意志，
肯朝自己的愿望前进，必将马到成功!

也正如泰戈尔所说的“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
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我有，我的五十二个同学也有，不
管家庭条件如何，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不管生活环境如何。
努力吧!朝自己的理想进发!想到就能做到，胜利就在前方，
前进吧!

原著西游记读后感500字

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一部规模宏伟、结构完整、用幻想形式来反映
社会矛盾的作品，作者是明代的吴承恩。

全书共一百回，分为三部分：

一至七回写孙悟空花果山称王和大闹天宫;

八至十二回写取经的缘由和唐僧的身世;

十三至一百回，写唐僧师徒在取经途中所经历的八十一难。

这部带有童话色彩的神话小说，重点塑造孙悟空这个大胆的、
富有反抗性的神话英雄形象，他敢于反抗天宫、地府的`统治
者，能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他的言行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寄托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理想。



作者介绍：

吴承恩(约15-1582年)，男，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
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桐城高甸，
以祖先聚居桐城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
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
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由
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篇三

《西游记》在原来的样子少儿版中读起来很有趣，我本以为
阅读文言文版本会枯燥无味，经过一段时间阅读后，结果却
恰恰相反。

在《西游记》这本书中，作者主要为读者讲述了唐僧师徒四
人历经千幸万苦修的真经的故事。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主要人物。他有无穷的本领，神通广
大，他谦虚好学，乘舟数十个年头，寻到了菩提祖师这里，
学习数年后回到了花果山风景区，他骄傲自满，败在了二郎
神的手下，被抓回了天庭，他有反抗精神，敢斗，吃太上老
君的丹药，偷吃蟠桃，大脑天宫，把“齐天大圣”这个名号
叫响了，与妖魔鬼怪疯化论打斗，他以命相抵，他有坚持不
懈的精神，被五行山压了五百多年后终于等到了取经人。他
自信，无论什么妖怪他坚信他能战胜。

在他身上充满着无限的正义感，才能一次次突破难关，修得
正果。

说到猪八戒，比起本领，他可比孙悟空差远了。但他在作者
笔下却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有些憨厚、老实，所以经常被孙



悟空耍的团团转，但他也敢于和妖魔鬼怪打斗，他的身上也
有很多毛病，如：爱贪小便宜，贪恋女色，遇到困难时就喜
欢打退堂鼓…..

但他在读者中却是深受喜爱的，大概是因为他憨厚，经常弄
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吧。

师傅唐僧一心向佛，内心充满着坚定地信念，宁肯千刀万剐，
也要到大雷音寺。白龙马和沙僧一心一意跟随着唐僧，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虽然不是深受观众的喜爱，但也是不出风
头。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各的特点，各自彰显各自的风采。

读到这本身前二十六回的写作特点，那应该就是运用了大量
的修辞手法：比喻、拟人、排比，将人物与人物之间做鲜明
的对比，很多前文的描写是为了后文做铺垫。

他们不仅可以突出人物形象的特点，还可以把文章的生动性、
形象性提高，使文章读起来了不是那么的枯燥。

在每一回中的故事，情节上一波三折，作者饱含笔墨，把读
者的心跟故事情节一样上下起伏，层层推进。

为了写这部小说，作者在民间大量采集一些诗歌，或自己创
作，每一首诗词都很押韵，并且还能将此时故事发展情况包
含在内。

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把四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活灵
活现，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孙悟空，他神通广大，有着不服
输的精神，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学习孙悟空的这种精神，在学
习中更应该是这样。

公众号：教语文的杨



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篇四

第三回首先写他给小猴们和自己弄武器。他的动机，简言之
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他为自己、也为自己
的领地立下的规则，这个规则其实没错，而且体现了他有气
魄有胆识的一面。但他却不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道理，所以先是去傲来国街市上抢了若干武器，后是到了东
海龙宫不由分说取了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并且得寸进尺所
要铠甲披挂。市面上的武器本来是应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
去买的，定海神针也是龙宫的镇海之宝，也不该在对方勉强
的.情况下取了来，由于他艺高人胆大，没有人敢惹他，所以
两次搬弄武器都得了手，但却也因此得罪了人，东海龙王记
了他的仇后来去玉帝那里告发他了，他不遵从规则，伤害了
别人。

而后，冥府以阳寿已尽的法度将他拘了去，他十分恼怒，便
拽出金箍棒，在幽冥界中大打出手，直到森罗殿。悟空拿到
生死簿，看到自己的名字，就把自己的名字勾了，这还不算，
还把猴属的名字都勾掉了，从此猴类有很多长生不老的。可
以说，悟空在这里也创造了一种关于生死的新规则。但细想
来悟空的做法有些霸道，其他的猴子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仙，却白白得了长生不老，旁观起来，有点不劳而获的感
觉。

西游记嫦娥原著读后感篇五

你知道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出自哪一部小说吗?你知
道明代的吴承恩最出名的是哪一部小说吗?没错，就是《西游
记》。

这个暑假闲来无事，又细细读了一遍《西游记》，不读不要
紧，一读，感慨万千。比如：成长。

《西游记》是明代吴承恩所写的一部巨著，书中塑造了许多



成功的角色。比如坚定不移的唐僧;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对师
傅忠心耿耿的猪八戒;吃苦耐劳的沙僧。

它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和唐僧、猪八戒、沙和尚、
白龙马一起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这过程中，他们历经了九
九八十一难，最终五圣成真。

在这一路，他们历经许多困难，终于取回真经。这一路上他
们犯了很多错误，历经了许多磨难，但他们也不断发现并改
正自己的错误。这无疑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书中也有许多值
得一看的故事，比如：《大闹车迟国》《三打白骨精》《大
闹天宫》等。但是有一个情节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
是——《真假美猴王》。

我觉得那个假猴王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经历，相
同的武器，相同的法术，但前文说了这些都举世无双。所以
这假猴王，就是孙悟空的另一面，最后他炼就了自己，他摒
弃杂念，一心一意去取经，这便是一大成长。我们在成长的
过程中，也要不断去改掉自己的不足，超越自我，向着最初
的目标坚持不懈的奋斗，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点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成佛后的佛名叫：斗战胜佛。
我想这里的“斗战胜佛”，可能不单单指的是孙悟空所向披
靡。更是战胜了他自己，在取经途中改掉了自己的许多不足，
所以叫做“斗战胜佛”。

从小我就喜欢《西游记》一书，总缠着外公给我讲《三打白
骨精》等引人入胜的故事，而现在更是捧着原著咬文嚼字。
他在我生活中像一位朋友，更像一位长者。教会我许多知识，
道理，我特别喜欢它。

唐僧等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
的缺点。这像不像成长呢?成长的过程中总是有许多坎坷，而
这九九八十一难，不过是个约数。吴承恩写的这部《西游



记》，难道不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中，不断地超越自我，改
掉自己的不足，并锲而不舍的奋斗向前，最终得到成果吗?就
像上次的军训，又苦又累，有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但最终还
是坚持了下去，我超越了自己，学到了知识，改掉了不足，
这就是成长呀!

成长路还很长。我们要在成长中发现，在成长中锻炼，在成
长中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