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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有感西游记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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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西游记有感的读后感篇一

一天，闲着无聊的我在书柜中随意翻找着，突然眼前一亮，
发现了中国四大名着之一的《西游记》，作者是明代作家吴
承恩，便拿出来随手翻翻。谁想到这一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里面那精彩的故事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

《西游记》是一本科幻小说，主要记叙了孙悟空师徒四人历
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佛教真经的故事。

在《西游记》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他不仅武功盖世，能腾云驾雾，来去无踪，我最敬佩的还是
他知恩图报，宽宏大量的高尚品质了。俗话说;“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我想孙悟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五百年前他
大闹天空后被如来佛压在了五行山下，唐三藏只是撕去了符
咒，让孙悟空重获自由罢了。就这点微不足道的恩情，他竟
用自己的一生来回报。在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途中，他斩妖
除魔，明察秋毫，为了唐僧有时竟舍命相救，这是多么可贵
的精神啊!而我呢?整天在家“呼风唤雨”，爸妈给我的恩情，
我又是怎么回报的呢?有时爸妈稍微批评我几句，我就生气顶
嘴，和孙悟空比起来差太远了。想到这我就惭愧的低下了头，
同时对孙悟空这种知恩图报的精神敬佩不已，我暗暗发誓要
向他学习!



孙悟空知恩图报的精神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宽宏大量
的精神更是至高无尚的。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在
取经途中，孙悟空多次为师父排忧解难，唐僧却毫不领情，
直说孙悟空无故伤人性命，多次把他逐出师门，但孙悟空不
计前嫌，一次次宽容师父，定要坚守在师父身边。就拿“三
打白骨精”那回来讲吧。白骨精三次化作人形来迷惑唐僧，
唐僧是肉眼凡胎，不知她是妖精。对于孙悟空三次棒打白骨
精不禁勃然大怒：“你这泼猴，多次伤人性命，既然你无心
向善，有意作恶，今后我不再是你师父，你也不再是我的徒
儿，你走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德上马离开了。孙悟空被逼
无奈，虽然回了花果山，但他没有因此怨恨唐僧，当他听到
师父有难之时，毅然挺身而出，把“快下锅”的师父救了上
来，这才化险为夷。孙悟空可真是宽宏大量啊!再想想自己，
小肚鸡肠，一点也不能包容别人，稍有不慎就对他人指手画
脚或生气离开。记得上次前排的同学向我借块橡皮用用，我
犹豫再三才把刚买的新橡皮递给他。谁知他没有接稳，橡皮
掉在地上弄脏了。我大发雷霆，对他又吼又叫，还小题大作
的叫他赔。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为了一块小小橡皮就
断送了我们的友谊，真是太不应该了!

读完《西游记》，我明白了要有一颗感恩宽容的心，学会感
恩一切，包容一切。如果人人都是如此，世界便会永久和平
美好。

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
业有成。

读西游记有感的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经无数民间艺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劳动之后，于明
朝中叶，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下面是有西游记读
后感20xx字，欢迎参阅。



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回《西游记》，第一次读时，纯粹是
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后来再读，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格
和行为就有了一些看法。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喜欢他的善良、调皮、
机灵、法力无边、对各天神说话时的直率、打妖怪时的执
着(尤其是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和对兄弟、师傅和猴子猴孙
的情谊。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经常第一个发现妖怪，
可是他的师傅唐僧却总是轻易地被那些装扮成好人的妖怪欺
骗，而对打死妖怪的悟空念紧箍咒惩罚，甚至不顾他的解释
把他赶走。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师傅的话，没有死
皮赖脸地跟着师傅。但是当八戒又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听到
师傅有难，就不记前嫌、义无返顾地跑去救师傅，没有半句
怨言。他虽然天生比较冲动，性格比较火爆，有时会因为一
时冲动而杀生，但是在我看来，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的，都
是些杀人无数的强盗啊，暴君啊等等，可是相信佛教的唐僧
却不信，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让悟空杀人，却不去管那些恶人
去害人，我总是觉得悟空很冤枉。 唐僧在他们师徒四人中是
让我比较难以理解的人，他总是被妖怪抓走。在师徒四人之
中，他总是带来麻烦，没有什么本事，只知道念南无阿弥陀
佛，有时还会添乱，要是没有悟空，我想，他一定已经去另
外一个西天了。他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却分不清是人是妖
的师傅，见到妖怪害人时，总要叫悟空等三人去抓妖怪。可
是当悟空打死那些祸害苍生的人时，他却大惊失色，不仅念
紧箍咒，有时还要赶走他，难道他就不会想一下，如果悟空
不把那些害人的家伙给杀了，他们又会去祸害别人，这样，
岂不是为了一条人命而害了更多的人命吗?但是，唐僧却也有
着超乎常人的执着，为了到达西天取得真经造福苍生，他不
仅不要快速到达西天而不让悟空自己飞去取，甚至要求自己
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也从没让悟空帮他飞过。唐僧在一
路上遇见了不少人善意或恶意地极力挽留他，甚至给他金山
银山，乃至整个国家，可是他都拒绝了，我想这是因为他始
终坚持着要取得真经的信念吧。 猪八戒是一个又懒又馋的大
肥猪，有时悟空叫他去找点水果给师傅吃，可是他要么就是



在路上躺着睡大觉，要么摘了许多水果，却在回来的路上都
吃光了，常常害得另外的三人在原地等他，回来却随便找个
借口说个谎想敷衍过去，但总是被机灵的悟空识破，被整得
很惨。我觉得八戒在取经的路上总是想这想那，而不是一心
向佛，一会儿在这藏一点钱，一会在那藏一点宝，还总是想
着高老庄的媳妇和嫦娥，师傅被抓了，他动不动就说：“我
们收拾收拾行李散伙吧”、“我回高老庄去了”这类丧气的
话。

他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总爱吹牛，有时候，悟空把妖怪打
败了，他却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吹嘘着自己如何把妖怪打败的。
但是，他有时也会发挥作用，如：在师傅被白骨精抓住时，
他来到花果山想着办法把猴哥给请了出来，最后，把师傅救
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八戒还是挺可爱的，虽然时不时动点歪
脑筋，但也会有智慧的火花。 沙和尚是三个徒弟中最老实的
一个，他始终对师傅忠心耿耿，对两位师兄也是毕恭毕敬。
可是打起妖怪来却是毫不手软，虽然没有悟空那么厉害，但
是在关键时刻还是能保护师傅的。而且，在师徒四人中，他
是除了悟空以外最警觉的人，也可以提醒一下师傅。 虽然
《西游记》已经很老了，可是我相信它的魅力会经久不衰，
因为这师徒四人，实在各有妙处，很吸引人。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齐葩。自问
世以来，不胫而走，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
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如此之宏著怎一
个“梦”字解决呢?不错，《西游记》它的艺术成就、人物塑
造、思想内容等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在这儿，我只从弗
洛伊德的“梦”论入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析《西游
记》。

为了能使《西游记》的创作与梦联系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立初期，
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文学素养，他选择了与“语言”有密切联
系的“谈疗法”来救治他的精神病人。在他看来，精神病人



被封闭压抑了的内心障碍，可以经由语言交谈而得以宣泄或
净化。可见，精神分析学说在初期阶段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
不解之缘。从重视，考察病人的语言反应到对正常人在日常
生活中发生的语误、笔误、读误的心里分析，在向前跨出一
步，就与作家的文学创作现象联系到一起了。这种联系 实际
上在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诞生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中
已显出端倪。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方法推衍至文学创作上来的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将作家与精神病患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一联系的桥
梁就是“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写作也是在做梦，只
不过是在非睡梦状态下作梦，因而他的作品也是他内心无意
识本能的变形显现，欲望的替代满足。我们往往会说自己作
的梦是混乱、荒谬的，完全是一种变了形的东西。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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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
世界，我的领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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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
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
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
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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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
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
抹杀了。总之， 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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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西游记有感的读后感篇三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
小说，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著，如果让你写一篇西游记读
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读西游记
有感的读后感4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
写文参考！

读了《西游记》这本书后，我知道了做任何事情只有诚心诚
意，永不放弃，才能实现最终的愿望，就像唐僧师徒那样，
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真经。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唐朝高僧玄奘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收了大
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天蓬元帅下凡的猪八戒;卷帘大将
下凡的沙和尚，分别为自己的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他
们在去西天灵山的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一共经历九九八十
一难，最终取到真经，功德圆满，修成正果。唐僧被封为功



德佛;悟空为斗战胜佛;八戒为净坛使者;沙僧为金身罗汉。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因为他不但本领高超、能
言善辩、尊师重道，而且有猴子的天性、顽皮可爱;我对唐僧
有意见，因为他人妖不分，悟空好心救他，唐僧不但不感激，
反而多次误解悟空，还时不时念念紧箍咒惩罚悟空，直到看
到了妖怪的真面目才想到了悟空的种.种好处。

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坚持就是成功，正是唐僧师
徒的真诚和坚持感动了上天，这才取得了真经。我不禁联想
到了我自己，经历了一点点的困难，就不愿意继续了，不是
主动去找解决的办法，而是直接放弃或生气了;师徒四人在取
经的路上遇到多少比自己厉害的妖魔鬼怪，碰到多少威力无
比的武器，当然也有很多享福的机会，他们没有放弃继续西
行，每一次都通过师徒四人的团结和智慧找到了解决方案。

读了这本书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唐僧师徒那样朝着目标
努力，永不放弃，并给自己写了座右铭：不达目标决不放弃!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最为优秀的神话
小说，深受老幼喜欢啊!近日，我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受
益匪浅啊!

《西游记》这本书里面讲的是：唐僧师徒经过种种困难，走
过千山万水，收复各种妖魔鬼怪，如：黑风怪、黄风怪、白
骨精、黄袍怪、红孩儿、金鱼精、铁扇公主、牛魔王、盘丝
洞女妖、黄花观老道等……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西天，向佛祖
取了真经，四个人最后都修身成佛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使我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那就是，做人要
像沙和尚那样忠厚踏实;做事要像孙悟空那样勇往直前，坚持
不懈!

我喜欢孙悟空，因为他有着可贵的品质。例如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后，唐僧误会他乱杀无辜，犯了杀戒，就赶他回花果山。
可是他没有放弃，也不记恨他师傅，依旧在唐僧身边保护他
去西天取经。孙悟空的坚持不懈令我很感动，为此，就算生
活、学习上出现再多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不懈的奋斗。

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一家人去爬山，当登上半山
腰时大家都说累，不爬了。我突然想起了书中孙悟空坚持不
懈的情节，心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咬了咬牙，继续向上爬。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登上了山顶，山顶上“一览众山
小”，俯瞰足下，仿佛自己就像一个巨人，看着山下的人群，
优胜之心油然而生!而这些美好的风景，是那些在半山腰就放
弃的人，永远都欣赏不到的!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做什
么事都要坚持不懈，只要你肯付出，就肯定会有回报。

毛泽东说得好：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
一日不读。《西游记》是一本好书，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
傲，更让我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我要阅读它!建议大家也多多
阅读它，传承中国文化，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文化是多么的
博大精深!

四大名著，众人皆知。可是，在四大名著中，我却比较偏爱
《西游记》。书中那善良的唐僧、憨厚老实的沙僧、好吃懒
做的猪八戒、机智勇敢的孙悟空、忠心耿耿的白龙马深深地
吸引着我。可我最想说说唐僧。

唐僧是和尚出身，本性善良，可他却不明白，正是因为他太
善良了，才使善良蒙蔽了他的双眼。他每次被抓，何不是因
为他的善良，才放松警惕，一次又一次地被妖怪抓去？而他
那大弟子－－孙悟空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救回来？可是，
他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就拿三打白骨精那次来说吧，孙悟空来说吧，孙悟空为了保
护师傅，一次又一次地把白骨精化作的姑娘、老婆婆和老爷
爷给打死了。可唐僧却责骂他，不相信那是妖怪变的，把他



赶走了。最终，孙悟空在观音的帮忙下，回到了师傅身边。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对唐僧说：“唐僧啊唐僧，你虽然有有
着三个徒弟的保护，你虽然很善良，但，你也应当明白孙悟
空是为了你好，要相信他呀！还有，你也不应当放松警惕，
随意相信妖怪！在现代，有多少小孩因为天真善良、轻信别
人的话而被拐卖？我郑重向大家呼吁：要以唐僧的事例引以
为鉴，千万别学他！”

这个星期我读了《西游记》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既有趣又过
瘾，我深深地被吸引了!

我很喜欢里面的孙悟空，他机智勇敢，天不怕地不怕。碰到
妖怪总是大喊道：“妖怪!哪里逃!俺老孙来也!”我心里总想，
我要是有孙悟空的本领该多好呀!

猎八戒虽然好吃懒惰，爱占小便宜，但是他非常可爱，总做
些令人好笑的事情来。

沙僧是最忠厚了，妈妈希望我做人做事像沙僧一样，勤勤垦
垦、踏踏实实的。但我还是希望我像孙悟空那样，火眼金晴，
本领高强，能把妖怪们统统的打败!

读西游记有感的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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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离奇的故事情节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致使此书
成为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之一。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顽
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猪八
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安于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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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
修读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
都不适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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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人干脆
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政治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
不是，它只是“游戏之作”，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我在
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种共鸣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
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

一、自由



在经历了又一个个性受制约的学期后，孙悟空这个形象完全
激发了我内心潜在的，但根深蒂固的向往——对彻底的自由
的向往。孙悟空破土而出，“不优麒麟辖，不优凤凰管，又
不优人间王位所拘束”，闯龙宫，闹冥司，在花果山自在称
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
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由，他的一切斗争也都是为了自
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我一种寻找自由、追逐自由
的力量和勇气。总之，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
尤其是精神方面较为安于现状，缺乏一种开拓进取，寻找更
大自由的精神。

二、神话

如今也是一个远离神话的时代。日常生活过于现实，使充满
幻想的事物遭到排斥。神话绝非幼稚的产物，它有深邃的哲
学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谢林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
说：“神话乃是各种艺术的必要条件的原始质料。《西游记》
是中国神话小说的颠峰，也是神话文化的至高境界，然后中
国的神话文化渐渐没落了，神话不被人重视，连《西游记》
也少有人问津，只有孩子们会被孙悟空征服，于是也只有孩
子们抱有对未来浪漫的、梦幻般的希望。”

三、英雄

“英雄”有许多不同解释。《辞海》中说英雄是杰出的人物，
曹操说英雄要有包容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胸。我认为，英
雄是那些顽强地掌握自己命运，并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人。
孙悟空无疑是英雄的典型，他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尊严，
不怕与一切进行斗争。正因为这种对抗的差距悬殊，发自内
心而拼尽全力的抗争才显得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勇士才
能凸现出其英雄本色。

复读《西游记》，让我觉得其不属于一般名著的特点。我相



信，也希望它永远向大家展示着“自由、神话、英雄”三个
主题，给大家带来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
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
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
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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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
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
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
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
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 我认为现代
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在厉
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渴
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我最喜欢的书要数《西游记》了。它是明代作家吴承恩的著
作，是根据唐代的玄奘到遥远的古印度天竺去讲述佛教的事
而改编的。里面又加上了机智灵巧，能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懒
惰贪吃、忠心耿耿的猪八戒;任劳任怨、一心向佛的沙和尚。
他们共同保护他们的师傅—唐僧去印度取得真经，在我国佛
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他们取得真经靠的什么?靠的是顽
强的意志、坚持不懈的精神，大慈大悲的胸襟，才能到达遥
远的古印度。他们一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坎坷无数，他们只有
依靠这种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越过陡峭的大山，跨过宽广的
大河。

只因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具有高超的武功和孙悟空的



火眼金睛，在辨别什么是妖怪，什么是普通的凡人，孙悟空
与唐僧彼此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和误解。比如说， 《西游记》
中最精彩的片段是《三打白骨精》中的白骨精非常狡猾，他
想长生不老，就想捉住唐僧吃唐僧的肉。于是他想了一个办
法，想借助孙悟空不在这一机会对唐僧痛下杀手，因为唐僧
一向是以慈悲为怀，所以这个办法成功率很高。果然孙悟空
去为唐僧化缘了，白骨精发现这是天赐良机，便变作一个年
满十八岁的女子走到了唐僧面前，用花言巧语哄骗了唐僧和
剩下的两个徒弟。刚要下手，孙悟空就回来了，他用火眼金
睛认出来是白骨精举棒便打，不料，白骨精把假尸留下，真
身回到了白骨洞。唐僧本想把孙悟空赶走，在两位徒弟的劝
说下，孙悟空便留了下来。故事中唐僧第一次误会了孙悟空。
接下来，白骨精接二连三的变化，都被孙悟空识破。到了第
三次变化，孙悟空忍无可忍。举棒打死了白骨精。唐僧以为
孙悟空接二连三的行凶，把孙悟空赶走了。这次唐僧真的误
会了孙悟空，本来孙悟空的目的是保护唐僧，没想到却错以
为行凶杀人。 只因为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而唐僧却没有，所
以彼此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很多误会。

《西游记》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它让我明白了做人要有
坚强的意志和宽容别人的精神。

一部古老的神话故事，但却引起了儿童的喜爱，那就是《西
游记》。小时候，我只是看动画片与图画书。但现在，我不
仅看与读，而且还学会了思考。

《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大家都十分了
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孙悟空啦!因为他总是聪明过人、
助人为乐、能分辨好人与坏人，来守护唐僧和弟兄们。他就
像我们现在的人民警察一样，火眼金睛，抓坏人救好人，时
刻保卫着我们。或许由于唐僧遇到麻烦的事情就不动脑筋，
盲目地接受别人的帮助的缘故吧，有时才会不听孙悟空的好
心劝告，掉入妖怪的手中。这足够说明了遇到麻烦的事情要
动脑筋，如果不动脑筋，听了别人不好的意见，反而会更糟



糕。不过我还认为唐僧过于善良，哪怕对待坏人也十分好，
因为他只看表面，不了解人的本质。我也很喜欢猪八戒。我
觉得他是个性格单纯但很可爱的人。他不会想出一些好方法，
但却有正义感。只要他想做的事，他就一定会去做。他会奋
不顾身地保护师傅的安全，而不考虑自己的安危。看上去他
有些笨不动脑筋，但是人们觉得他笨的可爱。我们要学习他
那种不怕敌人的胆量。不过有些事在做之前要仔细考虑，分
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要凭自己的实力去做。

总之，师徒四人每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正所谓“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处，哪怕是他们的短处
也必须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如果有的话，要努力改正，成
为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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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西游记有感的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它栩栩如生的描写了一批具有特色
的人物形象：爱抱打不平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生
性豁达的沙僧：济世为怀的唐僧：行善济贫的观音：法力无
边的如来佛祖：

其中我最喜欢里面的孙悟空，它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人，
它敢作敢当，敢爱敢恨，又不失机灵可爱，我可喜欢他了!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章就是：第十八章，真假孙悟空。有几个
强盗，想抢钱，可唐僧没有钱，悟空看见了就去打他们，可
被两个强盗挡住了，孙悟空把他们打死了，结果悟空被唐僧
赶走了，过来一会悟空打晕了唐僧，回到了花果山，发现居
然出现了两个孙悟空，两个人打了几场，谁也奈何不了谁，
于是便道了佛祖哪里，想让佛祖分出真假，佛祖不服众望把
假的那个孙悟空给收了。



这本书我看的非常入迷，我吃饭前看，睡觉前看，有时妈妈
叫我三四遍我才过去吃饭，有次走路时候看还不小心撞到了
头。

我家里有许许多多的书，可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本中国灿烂
文化中的一颗明珠西游记，它充满幻想、富有传奇色彩，给
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百读不厌。

我一定会好好阅读的，我要好好向唐僧师徒四人学习，不怕
苦不怕累，让我明白了做事要有耐心。

西游记读后感400字(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