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 西游记读书心得
感想(大全8篇)

读书心得是对书籍的二次创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消化
和吸收书中的知识，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下面是
一些优秀实习生提交的实习心得，希望能为大家的实习经历
增添一些色彩。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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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历史渊远流长。自古以来，中
国就散发着独特的书香气质。雅致含蓄的宋词，别有一番风
韵，元曲随时通俗，可读起来却是朗朗上口。更为熟悉的唐
诗，便不用我多说，更是祖国闪闪发光的瑰宝。而《西游记》
却与众不同。

——走进那个奇妙的神话神话世界。

“哈哈!真有意思!”“呜呜呜!真可怜!”读完了，我才觉得
奇怪，为什么我的心情随着主人公的变化而变化呢?为什么我
完全入迷，连爸爸喊我也不知道呢?这一个又一个一个谜团包
围着我，好奇心告诉我也许只有不断地阅读才可能找到答案。
我拼命地阅读，全身心地投入，可就是达不到那个效果，我
迷茫了。

——找到答案，发现根本原因。

那这两本差不多的神话故事对比，显然，吴承恩的生动、形
象。他把人物的动作、神态用肢体语言描绘的栩栩如生，就
如身临其境。以物喻人，以景衬情。衬托出人物的那一份悲、
喜、哀、怒和那一份独特的个性与以事物来完美结合，从而



达到使读者入迷。有时还融景与情，叫人情不自禁替主人公
喜怒哀乐。

——受到启发。

就如高尔基所言：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读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辈子。全书不论是华美流畅的
语言描写，还是个性鲜活的人物塑造，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真不愧是世界文学的瑰宝。我想：吴承恩能写出如此好
的作品必定是读了许多的书，才能有如此成就。这也似乎在
激励的着我，好好学习，回报祖国!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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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西游记》我已读到40回，
第40回题目为：婴儿戏化蝉心乱猿马刀归木母空。

这一回主要讲的是：唐僧一行人自从离开乌鸡国以后，便被
一座山挡住了去路，好山，真个高耸入云，唐僧不禁怕了起
来，多亏行者在一旁安慰。谁知山中真有一怪，神通广大，
就连山神都怕他，孙行者不管三七二十一挥着一条棍，勇往
直前。那怪知行者勇猛，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他就摇身一
变，变个吊在树上的小孩，为了吸引唐僧大声喊道：“救命，
救命!”这还不够，他又编一些谎话唬唐僧，唐僧把它当真，
就把他救下来，让大圣驮。大圣气得龇牙咧嘴，暴跳如雷。
妖魔使重身法压行者。行者怒气冲天，一下子把那怪掼得粉
身碎骨，谁知那妖有些本事，他的'真身早已飞在了九霄云端，
妖吹了一口气，把唐僧连滚带爬地带走了。大圣经过一番询
问，那妖真是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

《西游记》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句子也是好句连篇。例如，
霜调红叶林林瘦，雨熟黄粮处处盈，日暖岭梅开晓色，风摇



山竹动寒声等等。

读了这一回，我想：我们做事不能太心软、太好心。唐僧明
明知道那是妖怪，却太心软，把他救下来，最后致以被抓，
这就是自作自受。我们也不能像唐僧那样，一点风吹草动，
就要去看个究竟。要像孙行者那样多动脑思考，知道这荒山
野岭不可能有人家居住，而能听见“救命、救命”的声音，
那你到那儿一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勤于观
察、善于观察、明察秋毫。

二、西游记第40回注意内容

第四十回婴儿戏化禅心乱猿马刀圭木母空

唐僧过山一股妖气，悟空劝唐僧快走，可唐僧不听，红孩儿
借此机会骗唐僧：说自己命苦，唐僧让徒弟们背他，孙悟空
想制服他，所以背他，没想到红孩儿很厉害，纵风将唐僧慑
走。悟空得知红孩儿是自己五百年前结拜的兄长牛魔王之子，
欲借此关系向他讨还师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
恩所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主要
描写了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
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历经磨难(连同唐僧出生到取经前
的磨难共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
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大唐西域记》和《大唐慈恩寺
法师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和民间传说。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英雄——孙悟空——《西游记》已不仅仅是一部名著,更给我
们激励和源自内心的力量。



读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会
七十二般变化，还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分辨人妖，所以，
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斩邪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功
劳。但是，如果没有诚信憨厚，善长水性的沙和尚助阵，孙
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
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不懂人情世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
怀，感动了苍天，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徒弟们，终于取
得了真经。

我们还要学习孙悟空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
斗争精神。虽然我们没有孙悟空那般神通，但是我们也要学
习他善于分辨真假善恶，不要被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
怪”所迷惑。只有擦亮眼睛，明辩是非，才能撕破一切伪装
的画皮。

读过《西游记》还使我领悟到办成任何一件大事，都绝非易
事。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经历了众多的险难，并非全是
玄虚离奇。就拿我们的学习来说吧，我们经历的每一天又何
尝没有困难呢?我们小学毕业升初中，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
毕业考大学，又何尝仅九九八十一难呢?战胜困难的过程，就
孕育着成功。这就是我读《西游记》从中得到的启示吧。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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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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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三国烽烟，识梁山好汉，叹取经之难，惜红楼梦断!这是关
于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描写最贴切的一句话。而给我感触最深



的，则是《西游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承恩，主要内容是孙悟空横空出世，陪伴
唐僧等师徒一行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每一场
劫难都扣人心弦。

上学期又一次经历坏成绩的我，回到家中改完错以后，我想
到就快要期末了，于是暗暗下定决心，每天回家做两张卷子。
结果第一天就因为作业写得太晚，没有完成任务，第二天仍
是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眼看计划就要完全落实不了了，
这时，我听到了门外想起西游记开头的曲子，于是我突然想
到了唐僧一行人辛苦的行程，历经磨难，不改初心!他们能做
到，我也能!我默默的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哪怕今天把作
业写到一点，我也要把我的卷子完成，今日事今日毕!有了这
个决心，这个计划就没有少过。再往后，我喜欢上了这本书。

《西游记》还带给了我很多精神，我会继续吸收这本书中的
精华!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想要了解《西游记》呢?让我们
一起遨游在书的海洋吧!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几年前，当第一次听到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这个名字的
时候，便想那真是一个极好听的名字，和歌曲那轻柔的调子
正好珠联璧合。后来偶尔在书店里看到席慕容的一本诗集，
第一篇便是《七里香》。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而沧桑的二十年后

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

微风拂过时

便化作满园的郁香

读席慕容的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怎么全是情诗?而待到细
细品味罢那盛满忧伤的一本诗集，我才明了，她书写的，不
只是那种她梦想的“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
和绝对的美丽”的爱情，更是为了纪念难忘的青春里的爱的
印记。

青春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一定是一段忧伤、温馨也有诸多
遗憾的爱。那些所谓爱情也许不算真正的爱情，但是她们却
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且让我们为她们心动、憧憬、落泪、心
碎。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论生命中还有多少浪漫甜蜜或是轰
轰烈裂的爱情，青春时的爱一定是永生难忘的，那些明明暗
暗的回忆被优于世界上任何一种保鲜技术的一种叫做爱的东
西保存着，无论何时想起，都像刚刚发生过，心依旧在悸动。

我一直在想，那个让席慕容反复书写的他究竟会是怎么样子。
可后来我终于明白，那个所谓的他不是那个让她心动的男孩
子，他的身影在她的心中也许早已淡去，席慕容书写的，是
对逝去的青春的追忆和对那些飘渺不定的爱的感觉的捕捉，
她将难以直接用于样表达的爱都赋予给了一个个记忆中或想
象中的情景：那样的邂逅，那样的暮色，那样一棵会开花的
树，无疑都是对青春的爱的见证，哪怕一切终如云烟，她也
要问一句：“难道青春必要愚昧，爱必得忧伤?”

成长中，难免为那些不成熟的爱忧伤，每当那时，我都会捧
起那本盛满重重思念的书，靠近哪一颗柔软如水的心，同她
一起，感悟青春，感悟爱，在挣扎之后蓦然回首，发现痛楚



也可以化作甜蜜的热泪。

长大了之後你才会知道

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

如山岗上那静静的晚月。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余华说：“活着
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也是活着的人最基本的目的，而不是为
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是啊，人是为自己而活，
不是为他人活，更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享受所谓的物质
生活而活，我们活着是对生命的渴望，更是对幸福的追求。
我是怕死的，因为我亲眼见了亲人是如何离去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自己的心情，尽管当时我只有十岁，
但从亲人们的痛心与悲伤中，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可怕，那时
的我开始有了对生命最真切的渴望。

余华说“活着”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词语，它的力量不是叫喊，
也不是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的责任，忍受现实的幸福
或苦难。生活中，总会听到有人唉声叹气，抱怨这个抱怨那
个，他们忍受不了生命的责任，所以生活充满了负能量，他
们只看到了现实的苦难，却忘记了现实给我们的幸福，忘记
了活着可以欣赏生活中的多姿多彩，更可以感受到爱与幸福。
读完这本书，我更加真切的意识到活着就应该珍惜当下、活
在当下，享受美好的每一天，活得有意义，活出精彩，因为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等到哪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
身上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西游记的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小说还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
种努力。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
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
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目
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

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既然“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向上
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目的，那末，在他逐
渐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
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
溃的境地。盲目的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
运，正象作品中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
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处”。这就更加增
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

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深切
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整部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
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
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
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
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
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
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
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尽管这
种提法还比较模湖，也没有在作品中进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
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可以看出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
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
的可贵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