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汇总13篇)
编辑需要有审美眼光和判断力，能够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对
文章进行调整和优化。编辑时要注重修饰和修辞的运用，使
文章更具文采和韵味。接下来是一些编辑的注意事项和要求，
希望大家能够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到这些问题。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一

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喜欢听《西游记》的故事、看《西游记》
电视。在我印象中，我至少已看过不少于十遍的《西游记》
电视和vcd了。只要电视里播放《西游记》，我甚至可以不吃
饭，因为这，我没少挨爸爸的“骂”。小小的我会随着故事
情节的发展而高兴、悲伤、着急、气愤。爸爸妈妈知道我喜欢
《西游记》就给我买了一套《西游记》的连环画和vcd片，在
电视中我第一次看见了《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形象，第一
次知道了什么是金箍棒、紧箍咒。有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出去
逛书店，我总要让爸爸妈妈买回一些跟《西游记》有关的东
西。

《西游记》中最迷人的人物是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
上天入地，独来独往，无拘无束，成了孩子们理想的象征和
寄托。西行路上的八十一难以及一路的神奇怪异、动人心魄
的神魔冲突，反映取经过程中遭受的磨难和艰辛。“真经”
已成了“成功”和“目标”的象征。每每我碰到困难时，我
总会想起孙悟空为帮助师傅唐僧取到真经，不怕困难、百折
不挠的精神，我就会勇敢起来，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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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日不变的是那种真情流露和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了



《西游记》时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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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因为他就是自由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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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坦，让
它能够无边无际、向往自由的生活，我始终一如既往的支持
孙悟空这个角色、孙悟空那种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读完这篇文章，《西游记》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任何
事一开始总是非常艰难的，但只要能树立信心和勇气，经过
努力，相信可以取得成功的!也就印证了一句老话：万事开头
难。一开始只要坚持住了，经过不懈的努力，相信不久以后，
成功一定是归你所有的!当我翻开四大名着之一的《西游记》
故事时，立刻被它吸引住了。故事中倔强正直、机智勇敢的
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任劳任怨的沙僧和正直单纯的
唐僧都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二

一提到《西游记》大家肯定能将其中的一些片段记得滚瓜烂
熟，我也一样，再一次拿出那本在书架上已微微发黄的《西
游记》，爱不释手，道一杯香茗，没翻开几页，随着吴承恩
爷爷的精彩描绘，就被其中的情节给吸引住了。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
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
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
事。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
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
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
代表的《西游记》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
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
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
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
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
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
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
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孙悟空那种正义大胆、不屈不挠的斗
争精神，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
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
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
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
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
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
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
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
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
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
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
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
到十分真实可爱。



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领、猪八戒的活络、沙僧的
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会念真经，不怕“千
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大本事，
但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好后勤，不好出风头。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
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
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
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
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
愧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
缺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三

一本《西游记》使我爱不手，百读不厌。里面塑造了许许多
多的人物形象：有降妖除魔的孙悟空，有贪婪懒惰的猪八戒，
有忠厚老实的沙和尚，也有一位一心向佛，从不杀魔的唐三
藏。

在《西游记》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降妖除魔的孙悟空。
虽然他有时顽皮、淘气，但他对师傅唐三藏忠心耿耿和猪八
戒、沙僧团结友爱，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于走到西天，完成
了取经任务。他神通广大，有七十二般变化，其有上天、下
地的本领，他的一个筋斗能翻一万八千里。



猪八戒虽然贪婪、懒惰、喜欢美女，但他也有一颗对师傅的
忠心。沙僧他一路走来，总背着行李，一路也不放下，与大
师兄、三师兄一同打败妖怪，从不气馁。白龙马，虽然从不
开口，但它一路上驮着唐僧，保护师父无怨无悔，一直到胜
利到达西方。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真假美猴王》，那个故事大概内容是：
六耳猕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加之他想独往西天取经，赢得
名声，身成正果。于是，他三番五次地假扮成孙悟空，以假
乱真，迷惑了唐僧。唐僧果然中计。最后如来佛辨个真伪，
说出是非。在佛法无边的如来面前，六耳猕猴最终闹了个原
形毕露，自食恶果。

每每我碰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孙悟空为帮助师傅唐僧取到
真经，不怕困难、百折不挠的精神，我就会勇敢起来，战胜
一个又一个困难。

朋友们，在这个炎热的假期，一起读一读这本吧，你一定有
不小的收获的!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四

我看了《西游记》这本四大名著之一后，似乎自己也进入了
他们取经的历险故事里。

这本书一共有四十回，其中的第十五回——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的故事最让我喜欢，这故事里讲了许多孙悟空和唐僧的品
质：白骨精知道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于是使用各种手段
要吃唐僧，但唐僧身边有两员大将，分别是天蓬元帅和卷帘
大将，白骨精自知打不过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花容月貌的
女子，来送斋饭，这时，孙悟空抱着桃子回来了，他火眼金
睛认出了这人是妖精变的，举棒就打，但被师傅拦住了，最
后还是一棒打死了，白骨精用解尸法逃走了。从中看出了忠
诚、神通广大、疾恶如仇的孙悟空。是非不分、举止文雅的



唐僧。

白骨精站在云端里，咬牙切齿，于是变成了年满八旬的老妇
人，去找她的女儿，孙悟空一看，又是那妖精变成的，二话
不说，举棒就打，那妖精又化成青烟逃走了，唐僧吓得跌下
马，连念了二十遍，便让孙悟空回花果山，悟空要让师傅把
紧箍子拿下来才肯走，师傅没办法，因为观音菩萨只教他紧
箍咒而没有交他松箍咒，只好留下他，并叮嘱他不要再行凶
了。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一个勇敢机智的孙悟空。是非不分、
执迷不悟，性情和善的唐僧。

白骨精又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老公公，来找自己的女儿和老
婆，孙悟空看出了又是那妖精在搞鬼，举棒打他，又怕师傅
念紧箍咒，不打吧，又怕师傅被妖精捉去，却又要劳心劳力
的去救他。想来想去，悟空念咒语叫来了当地的土地神和山
神，让他们作证。一棒彻底把那妖精打死了。在这一段中，
孙悟空为了保护唐僧，打死了许多妖精，但每打死一个都要
念一次紧箍咒，可以看出孙悟空的忠诚和执着。

最后他们顺利地取到了真经!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五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到西天去取经，一路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最后获取了真经。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风趣
生动，但虽如此，在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种种看
法。他讽刺了当时朝政的腐败无能。

其实，在我们所看到的取经途中，有许多的妖精都与天上地
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说来，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地上那些
神威的统治下，都隐藏着丑恶，神仙也不例外，可见当时明
王朝统治的腐败。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眼前出现一
个不受约束，敢于抗争的一个人物，那就是孙悟空!



他从石头里蹦出，对世间何事都有探索的好奇心，对于玉帝
要捉拿他，却绝不屈服，还大闹天宫，不过有时也有些任性，
作者再借这样一个人物来进行对比，更加揭露了当时社会的
黑暗。这也使我们想到当时的朝政是怎样的，朝政中当官的
又是怎样的。

其实，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往往与天上的神仙大佛有一定的
关系，不是有一些妖怪就仗着自己与天上某某神仙有一定的
关系或是拿了天上某某宝物就在人间为非作歹!我想这些人间
的官员也不过如此吧，借自己身后有大人物给自己撑腰，就
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导致了朝政的腐败以及社会经济不景
气。

虽然如此，但唐僧师徒四人在途中对那些所遇到的妖魔鬼怪
时的不所畏惧的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由于师徒四人团结一
心，不畏艰险，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真经。虽然在取
得成功的过程中会遭遇许多磨难，但是这样更能磨练我们的
意志力，使我们得到锻炼，所以，一定要勇往直前!

《西游记》给我的感想有太多太多，甚至又联想到了许多，
它被评为四大名着之一，可谓是当之无愧啊!《西游记》，这
颗在历史上耀眼灿烂的明珠，正闪烁着那金色的光!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六

假期里我阅读了《西游记》。这篇小说讲述了唐僧、孙悟空、
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跋山涉水、斩妖除魔，历经千难万
险，行程十万八千里，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几
百年来，为无数的世人所传颂，也为众多同学所热爱。这篇
小说中，最令我喜爱的人物是孙悟空。

孙悟空，是一个被想像出来的形象，他保留了猴子的本性，
如爱动、顽皮、易急易躁，而且被赋予了许多可贵的品质。
他勇敢，当所有猴子对水帘洞都望而却步的时候，他自告奋



勇，率先进入水帘洞，成了猴王，他有情有义，唐僧，人妖
不分、肉眼凡胎，几次赶走悟空，但是悟空依旧惦念师徒的
情谊，唐僧有难时，他定会前去相救。但是，能够造就他这
一切的优秀品质的，却是他最让我欣赏的一点——知错能改，
愿意听取别人的建议，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曾经的孙悟空，非常容易被激怒，一言不合就出手，让一心
向善的唐僧很是无奈。就比如开始取经的时候，师徒四人还
没有沙和尚的加入，悟空和八戒，在流沙河降服沙和尚时，
对他们充满了敌意的沙和尚自知打不过他们，便躲在河底不
愿意出来，悟空也明白自己不善水，就让八戒下河去引诱沙
和尚上岸。猪八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次次的挑衅下，
激怒了沙和尚，沙和尚一跃而起冲出水面，可是，好战的悟
空太过急躁，还没找准时机就当头一棒打向沙和尚。

沙和尚此刻身体还没完全冲出水面，一见孙悟空的棒正朝自
己挥来吓得“哧溜”一声，溜回了水底。孙悟空太过急躁，
不懂得把握时机，这让八戒的辛苦功亏一篑，妖怪没能捉成，
反而让人妖怪受了惊更难降服他了。着实令人惋惜。但是，
吃过这次亏以后，孙悟空变得不那么急躁了。他在大战野牛
阵的时候，联合村民、士兵提前做好准备、做好人埋伏，然
后才引诱野牛阵来包围区，最终轻而易举地让野牛阵全军覆
灭。他细心的计算了，野牛阵赶来的时机，筹集了足够的人
力，一次又一次地排演，才得以完胜。他从一个鲁莽而急躁
的人变得这样，细心考虑事情周全，多么令人震撼呀!

那么，造就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的是，孙悟空这
是想更好地保护师父。换句话说，让他变得更优秀、主动改
掉自己的缺点的原因，是他想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目标，他正
是在朝那个目标奋勇前进。朋友，你的缺点是什么呢?你的目
标又是什么呢?如果你有时会丢三落四，那就携带一个小本子
记录所需要的东西吧;如果你审题不仔细、做题粗心大意，那
就学着圈画关键词仔细并分析题目吧。如果你想当一个作家，
那就多练习写作，并好好修改自己的作文吧;如果你想当一个



画家，那就多练习绘画，并请教美术老师，修改自己的画作
吧。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目标。朋友，让我们和孙
悟空一起改正自己的缺点、完善自身的不足，让自己变得更
优秀，并朝着目标，努力前进吧!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七

《西游记》中，唐太宗李世民从地府还魂之时，阎王殿的崔
判官再三叮嘱他办个水陆大会，超度地府中那些无主的冤魂，
并称“若是阴司里无抱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
李世民才能“后代绵长，江山永固”。

水陆大会成败与否，关键看主持人。如果主持人在大会上借
机蛊惑人心，说阴司抱怨之声来自阳间不平之事，阳间不平
之事源于少数人搞专制，多数人受压迫、“被代表”等等，
那搞不好李氏江山就要改作他姓了。因此在“替百姓说话还
是替自己说话”的问题上，李世民非常想物色一位能为自己
说话的人主持大会。于是金山寺法师玄奘进入了李世民的视
野。

玄奘自幼为僧，德行高，业务精。而且，玄奘“根源又好”，
官三代出身，外公是当朝一路总管，父亲官拜文渊殿大学士，
称得上是又红又专的干部接班人，更何况其前世还是如来的
二弟子，转世时由观音“引送投胎”，他主持水陆大会一定
会政治坚定，立场分明，把握正确的方向。更为关键的是，
万一大会办砸了，跑 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第一个倒霉的就是
玄奘这一大家族。因此，玄奘绝不会在自己性命攸关的问题
上掉以轻心，而会在思想上、行动上与李世民保持高度一致。

但是，如果李世民通过“萝卜招聘”的方式来选拔玄奘，不
仅会造成恶劣影响，损害自身形象，还会降低政府公信力，
说不定还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李世民在选拔工作中，
一手抓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手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功_



了这道难题。

为大力发扬民主，体现民意，李世民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全
国范围内“出榜招僧”，号召各地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
只要是懂专业的和尚都有机会“上长安做会”，因此，“那
消个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

当然，由于国民素质普遍不高，为防止和尚争抢主持人职务
导致一锅粥的无政府状态，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必须有正确
的集中。

李世民在各级组织推荐的基础上，又令魏征

等人组成选拔委员会，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选人。魏
征等人身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一贯讲政治、顾大局，一定
会先设法摸清工作的正确方向，弄明白主持人选拔的原则和
标准，而后再“聚众僧……逐一从头查选”。最终玄奘法师
脱颖而出，被李世民赐封“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
纲之职”，主持世人瞩目的水陆大会。

李世民这手“民主牌”玩得实在漂亮，既防止了百姓在重大
问题上说三道四，又顺利地选上了自己中意的玄奘，最终稳
定了民心又令自己顺心。更重要的收获是，不管水陆大会成
败与否，李世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大会搞砸了，错在国民素质太低，错在少数官员选人不
淑，错在民主不适合大唐国情，李世民半点责任没有;反过来，
如果大会办成功了，那表明李世民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权为民
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宗旨，体现了大唐开明的政治新风，也
能大大提高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可谓一举多得。

看来，民主确实是个宝，百姓盼望民主，皇帝也喜欢民主。
只不过在民主基础上加个违背民意的集中，那民主集中就变
成了“民被集中”，实质还是“被民主”。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八

时光飞逝，转眼间，寒假即将要过去了。在这个寒假，我读
了许多书，其中我最有体会的就是《西游记》了。

《西游记》主要讲了唐僧师徒三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主
人公就是唐僧师徒三人了。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孙悟空神
通广大但很顽皮，猪八戒好吃懒做，沙僧老实本分，唐僧善
良并执着。

孙悟空，他有着无穷的本领，神通广大。会七十二变，腾云
驾雾，有着一双火眼金睛。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
的武器是如意金箍棒，也称“定海神针”。西天路上，孙悟
空力保唐僧西天取经。什么妖魔鬼怪，什么阴谋诡计，孙悟
空都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到胜利。八十一难中，无
论是“黄风怪”，还是“白骨夫人”，孙悟空那种不畏艰难
的精神都贯穿始终。

猪八戒，性格憨厚，力气大，但是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
贪图美色。他常常想捉弄人，但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
是作茧自搏。他对师兄的话言听计从，对师兄忠心耿耿，为
唐僧西天取经留下汗马功劳。在他身上既有人的吃苦耐劳、
憨厚率直的品质又有神的本领，同时还有猪的体型特征。

沙和尚，外貌丑恶，但是他个性憨厚，忠心耿耿。他不像孙
悟空那么叛逆，也不像八戒那样好吃懒做，贪恋女色，自他
放弃妖怪的身份起，他就一心跟着唐僧，正直无私，任劳任
怨，踏踏实实，谨守本分，最终功德圆满，被如来佛封为南
无金身罗汉。

唐僧，他行善好施，为民除害，给人们播撒善良的种子。令
人赞叹不已的是他那坚强的意志和执着追求的精神。

四个人物，个性鲜明，各有特点，性情也不同。其中我最喜



欢的就是沙和尚了。他个性憨厚。虽然作者没有用许多笔墨
描绘这个人物，但我十分欣赏这种踏踏实实的品质。

书中写出了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
经，这让我十分佩服。一联想到自己做事半途而废，我不禁
十分惭愧当初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如今，我知道了，每一
件事，我都要尽力去完成，即使做得不好也是一种锻炼，一
种成功。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九

假期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的名字叫《西游记》。这
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到西天取经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有四个，分别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
尚。

师 父叫玄奘，是唐朝的一个和尚，所以又叫唐僧。他在观音
菩萨的指引下收服了三个徒弟，并由这三个徒弟保护着去西
天取经。他心地善良，对佛祖非常忠心，正是由于他的坚持
不懈，才让这个队伍团结地完成了取经任务。

大师兄叫孙悟空，也叫齐天大圣、弼马温。他是一只从石头
里蹦出来的猴子，做了花果山水帘洞的大王又拜师学会了七
十二变，还能翻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十分厉
害。他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直到
唐僧来，才得救。多亏了他的火眼金睛和金箍棒，一路降妖
伏魔，取得了胜利。

二师兄叫猪悟能，也叫猪八戒。他原来是天上的天蓬元帅，
犯了错被贬下凡，成了一头猪精，在高老庄想要娶媳妇时被
孙悟空抓到，成为唐僧的二徒弟。他肥头大耳、好吃懒做，
经常扯孙悟空的后腿，造成了不少麻烦，但他可以活跃气氛，



是队伍里的开心果。

三师弟叫沙悟净，也叫沙和尚。他原本是天上的卷帘大将，
不小心打碎了玉帝的酒杯，被贬到流沙河做妖怪，是孙悟空
和猪八戒收伏了他，师徒四个组队前往西天取经。沙和尚武
力不高强，性格也不圆滑，但他很听话，是一个特别忠厚老
实能干活的人。

这四个人性格不同，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他们为了同一个
目标，团结一致，打败了西天路上的白骨精、蜘蛛精等妖怪，
通过车迟国斗法、三借芭蕉扇等等考验，历经种种磨难，最
终取得真经。

《西游记》里的故事精彩纷呈，我特别佩服吴承恩的想象力。
如果你也有兴趣，请和我一起走进《西游记》的魔幻世界，
和唐僧师徒一起去冒险吧!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十

漫漫取经路，我觉得，既是一场考验，也是场博弈。唐僧四
人在和看不见的对手博弈，功名、利禄、饥饿、耐心、舒
适……他们赢了，他们做到的只有一个字“忍”。

唐僧肉可谓是诱惑十足，一块就足以让你长生不老，这可比
那些打座花上上万年要有效得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唐
僧也在被抓与抓之间来回摆动，他的人生可以说是步步逢灾，
各方妖怪都处心积虑地想要吃了他，他在生死的边缘游走不
定，他在妖怪的铁牢里，壁框里都留下了不少的回忆，但就
是在这种生与死的考量中，他忍下了内心的恐惧，为了佛卷，
为了救赎，他依然放弃了回唐朝安心舒适地当个“御弟哥
哥”，而是硬着头皮，冒着下一秒就会被不知是哪儿的妖怪
吃掉的危险，踏上了取经路，可以说，这局，他赢了。



猴头的天性就是好动，用悟空的话来说：“我就是闲不下来，
就是你把我捆在柱子上，我也要上下爬动哩!”取经路上无遥
无际，十分漫长，十几年的光阴，就在这山水之间跋涉，任
是耐心最好的人也有熬不住的一天，但是，就是这个什么时
候都闲不下来的人竟然坚持了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其实，
旅途中的妖怪就是他最好的调味剂，他在旅途中斩妖除魔，
但也不是盲打，而是运用脑筋，怎样才能打败那些持着宝贝
的妖怪呢?十几年的光阴也就在他这思量着怎么打妖怪，降妖
济世中匆匆而过，也可以说，悟空的忍，不同于唐僧，他只
是找到了一个好的宣泄口了而已。

关于八戒，有人说，他忍什么呢?天天嚷着要散伙儿，但，这
也是一种忍，只是不同于前两种，这是一种反向的忍，每当
他要放弃时，悟空和悟净都会在旁边劝他，他心里也找了个
台阶自己下来，下次，下次，一定会散伙的，十几年的光阴
也就在这拾起与放下之间匆匆而去。沙僧，也许和他博弈了
不少漫长道路的不是别的，而是寂寞，他虽然法力不及悟空，
但也是个卷帘大将，但斩妖除魔这种男儿热血直涌的战斗，
他一直都未能上台，只能日复一日地担着担，牵着马，陪着
师父，但他也忍了下来，默默无闻起着他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们，赢了。

漫漫取经路，比的是手段，是胆量，也是一份坚持，一份耐
心，一份执着。唐僧师徒四人，赢了!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十一

暑假，我读了《西游记》，这本书主要讲了：唐僧带着三个
徒弟，去西天取经，路上，经历99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
修成正果。这本书告诉我们：做事就不要怕辛苦，坚持不懈
就一定会成功。



在《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他个子不高，是只从怪石中蹦出的神猴，他住在花果山，与
那里的猴子们成了亲人。后来因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
五指山下，500年之后，被唐僧救出，并保护唐僧西天取经。
一路上，悟空降妖除魔，立下了大功劳。所以，我很喜欢他。

在我的同学中，又像猪八戒一样的葛玮。他每天吃得特别多，
别人吃一碗饭，它就能吃四碗饭!别人喝一口水，他就能喝三
杯······因此他长得很胖，啤酒肚子、水桶腰。一次
体育课，跑步比赛，全班都得参加。到葛伟跑了，只听一声
枪响，葛伟跑了出去，可他太胖了，根本跑不动，还差点么
摔倒。唉，葛伟该减肥了，我想：猪八戒也应该减肥了。

读完《西游记》，我终身受益。长大后，我要像唐僧一样善
良。看到大街上有要钱的可怜的人们，我总会施舍他们一些
钱;看到有希望工程活动，我会第一个捐文具、书和钱;有些
有意义的献血，我也会参加。

《西游记》—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这样的书大家都要看。这
些书里都是精华，你把它读懂读透，就吸收了精华。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十二

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我读过很多书，但唯独对我影响至深
的是《西游记》一书，它出自吴承恩爷爷笔下，这本书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也是闻名中外的一部中国国粹。

《西游记》里的人物最让我佩服的要数孙悟空了，一路上他
扬善除恶，打抱不平，彰显了他毫不畏惧，英勇正义的性格
特点。书中的许多故事情节深受读者着迷：三打白骨精、智
斗二郎神、三借笆蕉扇、大闹天宫……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是三打白骨精。白骨精为了吃上唐僧肉，三次化身一家人来
诱惑欺骗天性善良的唐僧进入她设好的圈套，但都被孙悟空



的火眼金睛一一识破，还被孙悟空一一打死。大慈大悲的唐
僧认为孙悟空打死了三条人命，对孙悟空狠念紧箍咒，并坚
决赶走了孙悟空。孙悟空苦苦哀求要留下保护唐僧师傅，终
因无法挽回师傅逐走之心，便回花果山去了……之后，故亊
一波三折，唐僧师傅被白骨精抓了，明白了真相后被孙悟空
救了，才知道是错怪了孙悟空。从这些情节中，让我明白了
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正义，也让我真正学
会了要有打抱不平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学校门口，看见满巷的小商小贩把巷子
挤得水泄不通，各种小吃玲琅满目，吸引着同学们的胃口，
但我仔细观察，有一个小商贩卖的是劣质食品。心想：小商
贩为了谋取利益，不顾及学生的安全，竟然做出缺德的事。
想到这，我气不打一处来，毅然决然地打一出“头号战”。
于是，我走上前去，态度坚定地说：“叔叔，你这卖的是劣
质的食品，已经过期变质了，要是吃进同学们的肚子里，会
严重地影响同学们的健康。你不能为了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
的身体健康，这样不符合社会公德，希望你立刻把劣质食品
收起来，不要再卖了。”小商贩看着我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脸一下子刷得红了，不好意思地推起小推车走了……这时的
我全身充满着正义感，不禁为自己的勇气喝彩。

《西游记》唤起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美好的纯真与善良，
让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

读西游记读后感初中篇十三

假期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它的名字叫《西游记》。这
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到西天取经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有四个，分别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
尚。



他心地善良，对佛祖非常忠心，正是由于他的坚持不懈，才
让这个队伍团结地完成了取经任务。

大师兄叫孙悟空，也叫齐天大圣、弼马温。他是一只从石头
里蹦出来的猴子，做了花果山水帘洞的大王又拜师学会了七
十二变，还能翻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十分厉
害。他因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直到
唐僧来，才得救。多亏了他的火眼金睛和金箍棒，一路降妖
伏魔，取得了胜利。

二师兄叫猪悟能，也叫猪八戒。他原来是天上的天蓬元帅，
犯了错被贬下凡，成了一头猪精，在高老庄想要娶媳妇时被
孙悟空抓到，成为唐僧的二徒弟。他肥头大耳、好吃懒做，
经常扯孙悟空的后腿，造成了不少麻烦，但他可以活跃气氛，
是队伍里的'开心果。

三师弟叫沙悟净，也叫沙和尚。他原本是天上的卷帘大将，
不小心打碎了玉帝的酒杯，被贬到流沙河做妖怪，是孙悟空
和猪八戒收伏了他，师徒四个组队前往西天取经。沙和尚武
力不高强，性格也不圆滑，但他很听话，是一个特别忠厚老
实能干活的人。

这四个人性格不同，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他们为了同一个
目标，团结一致，打败了西天路上的白骨精、蜘蛛精等妖怪，
通过车迟国斗法、三借芭蕉扇等等考验，历经种种磨难，最
终取得真经。

《西游记》里的故事精彩纷呈，我特别佩服吴承恩的想象力。
如果你也有兴趣，请和我一起走进《西游记》的魔幻世界，
和唐僧师徒一起去冒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