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优秀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一

今日，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吸引住了我。

白骨精三次变成了人，要想骗光唐僧，吃唐僧肉，使自身永
生不死，却三次被孙悟空揭穿，就留有一具假遗体。第三次
总算被孙悟空打死了。唐僧就骂孙悟空，孙悟空对他说这时
候妖怪，可猪八戒搬弄是非，唐僧就不许他跟随去取经了。

唐僧太过的善解人意，太过的单纯性，非常容易被别人骗，
总误解孙悟空。猪八戒的搬弄是非使唐僧和孙悟空发生争执。
要是没有他，事儿或许不容易变的那么的比较严重，沙悟净
专业知识坐山观虎斗，什么话都没有说，太过度死板。孙悟
空英勇、刚正不阿、善解人意、聪慧。孙悟空不害怕老师傅
诵经，一定说起白骨精是妖怪。他知道老师傅会误会他，就
要他看白骨精的`遗体，遗憾最终被猪八戒挑唆。他被老师傅
误解后，被赶跑了，可還是情系老师傅的祸福，非常值得钦
佩。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二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小说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爱打抱不平的孙悟空，贪吃懒惰的猪八
戒，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和神力无边的如来佛祖。关于他们



的故事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三打白骨精》讲的是孙悟空三次智斗白骨精，最终救出唐
僧的故事，形象地表现出了孙悟空师徒四人遇到复杂的险境
和麻烦，体现出了孙悟空为救师傅奋不顾身、英勇向前的精
神和不怕困难、知难而进的坚强意志。

读了《三打白骨精》，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原来，在学习上
我一遇到不会做的题往往会知难而退，不动脑筋思考，动不
动就问别人。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难题，我总会想方设法来
克服困难，不会被困难击退。我首先会认真审题，仔细思考，
直到解决了让我迷惑不解的问题为止。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们不论遇
到任何困难，都要象孙悟空那样顽强，勇于面对困难。我们
要有坚定的决心、充足的'信心，充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
只要具备了这些，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三

在“三打白骨精”过程中，孙悟空勇敢无畏，坚持真理，不
顾一切阻扰杀死白骨精!可是我认为有着许多方法，可以让孙
悟空完全不用受紧箍咒的痛苦折磨和被逐出师门之罪，便可
打败白骨精，我现在就有4种：

1、想尽一切办法引开白骨精，再打死白骨精，不一定要在唐
僧面前杀，如果唐僧问起来，就说他走了。

2、用金箍棒在唐僧身边画一个伏魔圈，让妖魔鬼怪无法靠近
唐僧。再想方设法引开白骨精，将其打死。

3、去找托塔李天王拿照妖镜。让唐僧看出白骨精的真面目，
然后再将其打死。



4、用分身术，一个保护唐僧，一个引开白骨精，然后再将其
杀死。

总之，方法有着许许多多，如果孙悟空能沉着应对，那事情
就不用那么复杂了!所以，我们不但要学习孙悟空的勇敢无畏，
坚持真理的精神，而且要改掉孙悟空的.一见敌人就打的暴脾
气，遇到事情或问题能沉着冷静应对，以寻求达到解决问题
的最佳效果!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四

在这个假期时间我读了这本书。

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非常喜欢，它主要讲了：
当白骨精趁孙悟空化斋之际变了一个姑娘，假意来给唐僧送
饭，但唐僧却茫然不知，我非常焦急，当火眼金睛的孙悟空
及时赶到把它打死，我才放下心来；白骨精又想出诡计，变
成老太婆和老头，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终于蒙骗了唐僧，
孙悟空被师傅赶出师门，我为孙悟空感动委屈，我大叫起来：
“唐僧，你有眼无珠！你明明知道孙悟空火眼金睛，可为什
么不相信孙悟空的话呢？”

读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唐僧太善良了，不能明辨是非，我喜
欢孙悟空，我要是有他那样的七十二变本领就好了。所以，
我要刻苦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孙悟空一样的聪明才智，长大
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五

话说唐僧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踏上了漫
漫取经之路。其中三打白骨精非常精x、耐人寻味。白骨精为
了吃唐僧肉，变成少女，老媪和老翁，接二连三来欺骗唐僧，
而唐僧善与恶不分一再上当，幸亏有孙悟空的金晴火眼识破
妖怪及x谋。唐僧却执迷不悟反而把孙悟空赶走，险些被白骨



精吃掉。每次读这回文章，我都是又开心又生气。开心的是
白骨精虽然狡猾，但每次都被孙悟空识破打败；生气的'是忠
心的孙悟空每次都被唐僧冤枉。但是，我要说：孙悟空，你
真棒！因为你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为了除恶可以赴汤蹈火，
不怕受冤枉受委屈，即使被唐僧念紧箍咒，也要把妖精消灭，
你是坚持自己信念的英雄！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六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
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清代学者吴玉|等
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是明代吴承恩。

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遇见了唐僧、猪
八戒、沙僧和白龙马，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
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
故事。该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
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明代社会现实。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长篇浪
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在民间广
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本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
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
以后，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译为西文，《西游记》渐渐
传入欧美，被译为英、法、德、意、西、手语、世（世界
语）、斯（斯瓦西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
语言。

文档为doc格式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七

通过对三打白骨精的阅读，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游记的艺术



特色。其中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奇幻。小说大胆丰富的艺术
想象，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神奇绚丽的神
话世界，同时又极具生活气息。《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
中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将的一部，孙悟空的乐观主义；猪八戒
农民式的憨厚朴实、懒惰自私、贪吃好色、自作聪明。在人
物形象的塑造中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也是《西游记》奇趣的重要原因。如孙悟空身上的猴子属性，
猪八戒身上具有的现实生活中猪的一些属性幽默、诙谐。

至于为什么作者要让作者三打白骨精，我认为三打白骨精突
出了白骨精的顽强，狡猾，也突出了孙悟空的机警。“三
打”也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更有趣味性通过在“三打”中师
徒三人的表现，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突出。

在“三打白骨精”中，孙悟空三次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可见
孙悟空是绝顶聪明的。在唐僧的一再误会下，他仍然忠诚的
对待师傅，宁可忍受紧箍咒的折磨也要降妖除魔，这是难能
可贵的斗争精神。甚至在最后被唐僧赶走时，还要对师傅最
后一拜，可以看出孙悟空对师傅情深意重，是个很重情义的
猴精。

再看唐僧，对变化后的白骨精大发善心，他是个心地善良的
苦行僧，但他也不辨是非，容易轻信人，还有些偏心，与孙
悟空比，他更偏爱和相信猪八戒，所以才会被猪八戒离间与
孙悟空的.情义。

猪八戒，好吃好色，见到白骨精变化后的美女动了凡心，轻
易地相信白骨精，喜欢搬弄是非。

白骨精的身上不但具有魔性，还具备了人的一些属性，比如
很工于心计，利用唐僧师徒的心理离间他们的感情。虽然她
最终被孙悟空打死了，但是，他的离间计还是成功的使唐僧
师徒决裂。



西游记读后感三打白骨精篇八

今天，我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三打白骨精》，
出自罗贯中的《西游记》。

这篇故事讲了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了白虎岭，大家又累又渴。
悟空就去远处摘桃子给大家吃。悟空的祥云惊动了山中的白
骨精，她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就想把唐僧捉
来吃了。可是唐僧有徒弟保护，不敢轻举妄动。便化作一个
美若天仙的村姑，左手提着青砂罐，右手提着绿瓦瓶，向唐
僧走来。这时，悟空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妖怪，
一棒就打死了她。可是妖精用了解尸法，真身化成轻烟飞走
了，留下来的假尸首。可白骨精一不做二不休，又变成了寻
女儿的`老太婆、找妻子和女儿的老爷爷，可都被孙悟空识破
了。唐僧见孙悟空一连打死了三个人，非常生气，便写下贬
书，赶走了孙悟空。

这篇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
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和善，内心都是
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
告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