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水浒读后感悟(实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水浒读后感悟篇一

《水浒传》的第三回，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那就是“鲁
智深拳打镇关西”。

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感受至深，是因为身为军官的鲁提辖，
为了一个遭受恶霸豪强欺压的弱女子，而敢于路见不平出手
相助，最后因失手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而被迫出家做了和尚，
让我不禁对鲁智深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故事描绘的是，渭州经略府提辖鲁达和史进、李忠在一家酒
馆喝酒时，闻听了金翠莲父女遭受当地恶霸镇关西欺压的种
种不幸遭遇，甚感不平，就出手相助。不曽想在教训镇关西
这个恶霸时，一方面是基于义愤，另一方面是防卫过当，竟
然三拳就把镇关西给打死了。按照封建社会杀人偿命的法律
制度，鲁达因此遭到了官府的通缉，最后被迫出家做了和尚，
并因此改名为鲁智深。

鲁智深本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有一份现在看来是旱涝保收
的工资收入，却因为一对素不相识贫困父女而失去了这一切，
不得不令人感到敬佩。尽管鲁智深的这种助人行为有些冲动，
但是他这种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小说中的鲁智深，面对金翠莲父女惨遭恶霸镇关西盘剥欺压，
毫不犹豫、不计后果地出手相助，面对手拿剔骨尖刀、穷凶
极恶的镇关西毫无惧色。既生动地描绘了鲁智深善恶分明的
个性，更显出了鲁智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要学习鲁智深的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精神，但也要学会
注意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与恶人斗勇时还要学会斗智。学
会运用法律的武器、运用智慧将坏人绳之以法，千万不能因
为帮助别人而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甚至触犯法律。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终于被我啃完了，啃出了替天行道
的举动，啃出了以忠义为主的理念。。

《水浒传》是施庵耐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北宋农民大起义
而写成的一部伟大的小说，书中的人物性格各不相同，有仗
义疏财的宋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鲁智深，有足智多
谋的吴用，还有胆大如虎的武松等等，他们组成了梁山泊的
一百零八条好汉。当然还有为非作歹的高俅，有诡计多端的
蔡京和昏庸无比的皇帝，他们成了朝廷的奸臣、昏君。《水
浒传》时而让我唉声叹气，时而让我眉开眼笑，时而让我热
血沸腾，时而让我伤痛欲绝。心中的感情此起彼伏，文中的
故事引人入胜。

《水浒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的李逵，
他虽然有些野，动不动就发火，但是他还是非常忠诚，非常
讲义气，还非常的孝顺。记得有一次，李逵要把家里的瞎眼
老母接到梁山享福，途经小树林时，李逵让老母亲在林子里
休息，自己去为老母亲找水喝，可是，等他找水回来，哪里
还能看到老母亲的身影啊，老母亲早已被树林中的老虎吃得
一点不剩，只留下了一点的衣物，李逵一气之下，拿起两把
斧子，使足劲，直往老虎身上砍，一连把四只老虎都给砍死，
才解了他心头之恨。

李逵的举动体现了一个“孝”字，孝顺是我国的传统美德，
孔子也曾说过一个人应当“入则孝，出则悌。”回头想想自
己，我有没有做到“孝”？整天让父母为自己操心，有时为
了得到心爱的玩具，还和父母闹得天翻地覆，是多么的幼稚，
多么的可笑，想想都觉得惭愧。看了这个故事后，我决定以
后改掉任性的毛病，尽可能地为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事，让父母也能有时间休息休息、看看书、读读报，我相信，
这样一定会博得父母会心的一笑。

水浒读后感悟篇二

水浒传中有108位好汉，而我却独宠“花和尚”鲁智深。他为
人仗义，重情重义，他虽然没有“智多星”无用的才智过人，
但也不只像“黑旋风”李逵那样的头脑简单。

鲁智深最经典的事迹莫过于拳打镇关西了，他为了救金家父
女，决定惩治屠夫，但在打死郑屠夫之前却好好戏弄了他一
番。先是让他切十斤都是瘦的，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再
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瘦的在上面……终于郑屠夫忍不
住了，拿了把剔骨刀跳了下来。这说明鲁智深之所以没有从
一开始就动手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见是郑屠夫先
动的手，可见鲁智深的'心思有多么缜密。后来他不小心三拳
打死了镇屠夫，这既说明了他的神力无比，也说明他的粗心
大意，心里慌了神，但他却沉住气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
下：“这厮诈死，洒家和你慢慢再会。”说完就溜之大吉了，
由此也可见鲁智深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事要是换了武松、
林冲，一定会自己跑去官府自首。不仅如此，在救金家父女
时，她知道自己打郑屠夫的结果都会牵连到他们，于是先让
他们安全离开，为了怕店小二追赶，鲁智深甚至在屋内坐了
两个时辰，他可是因店小二不放金家妇女走，。而将店小二
一拳打吐血，如此急躁的他却能忍受住四个小时的一动不动，
他如此强大的责任心实在令我佩服。

遇强则打，遇弱则扶，这位糙大汉深深吸引了我。

水浒读后感悟篇三

《水浒传》是中国最早的小说之一。这是宋江等人的主题；
反抗。江苏主要学习各种英雄的经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两个词是忠诚和正义。



鲁是代表人物。他非常喜欢吃狗肉。他强壮勇敢。他的武器
是禅杖。他又一次与李忠和张进在一家商店吃饭，却听到隔
壁传来了哭声。鲁走过去问是怎么回事。一位老将军和一位
少将把整个故事讲了一遍。娄听后勃然大怒。有一个叫关
镇xi的人欺负老人和小孩。鲁先生说:明天和你一起去那个镇
上看关西怎么样？年轻人和老年人立即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楼出去找到了关西镇。镇上的关西一见到鲁，
马上说这位勇士赎罪了。鲁说要给我十斤瘦肉，不要把它切
成肉丁和肥肉。关西镇立即派人去做这件事。做好之后，把
它放在卢面前。卢申智还说，他要给我十磅肥肉，把它切成
肉丁。关西镇又把它修好了，放在鲁面前。谁知道呢？卢还
说要给我十斤骨头，把它们切成肉丁，看不到肉。这让关西
非常生气。他拿出一把刀，刺伤了卢。卢立即转身，打了他
三次。他被枪杀了，这为年轻人和老年人报了仇。

由于官场的险恶本质，《水浒传》独自上了梁山。现在，100
张钞票和8张钞票似乎还在他们面前。

我喜欢《水浒传》中的.精彩故事。我也喜欢每个英雄的慷慨，
但我更喜欢他们精神上的忠诚和正义。

水浒读后感悟篇四

水浒传相信大家一定都读过，读过了嘴里还会不停的啧啧称
赞，这本书，原作是我国明朝施耐庵，也是四大名著之一，
这本书是一本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其中天罡星36人，地煞
星72人。

我读过了这本书后，无不为吴用的聪明才智而高兴；为“行
者”武松的行侠仗义打动；为宋江“顺天护国”的心理而兴
奋，为“花的尚”鲁智深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
为打动；为“豹子头”林冲而对高俅恨之入骨，无不为一百
零八位好汉的品格打动。“行者”武松，为老百姓上景阳冈



醉打老虎，为自己哥哥而去斗杀西门庆，为民除害，“花和
尚”鲁智深为人仪义，为金氏父女讨回公道，为了救自己兄
弟林冲，大闯野猪林，“豹子头”林冲被高俅那厮所陷害，
大家都对高俅恨之入骨，“及时雨”宋江把“替天行道”改成
“顺天护国”，把“聚义行”改成“忠义堂”的豪爽也使我
对他充满了敬意，智多星，吴用，经常为宋江出谋献策，是
一位足智多谋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三战祝家庄”中花荣
英勇射灯的样子也深刻在我的心里，还有许多人才，那真正
是人才济济。

读了《水浒传》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要爱惜朋友、兄弟之间
的情义，要用自己的一片忠心来热爱自己的的祖国，要学武
松的行侠仗义，要学吴用的足智多谋……让我们的祖国繁荣
富强。

水浒读后感悟篇五

刚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我看《水浒传》已经
是3年前的事了,剧中人物早已忘了一大半;而且我最喜欢的是
《三国演义》,《水浒传》本来就没认真看.迫不得已,只得从
网上下了一套好好研读,竟发现:其实水浒传真的是不错.

第一点,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点,就是书中那一百单八将.人物
虽称不上个个性格鲜明,但也每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例如
浪里白条张顺水性奇佳,玉臂匠金大坚石刻技术拔群,还有入
云龙公孙胜令人闻风丧胆的魔法,哪一个不是人中奇才有人说
《水浒传》里108将是勉强凑齐的,就是为了凑传说中的108星.
我也不否认这点,可如果要是真的有多少些写多少,那么不仅
少了一份奇幻色彩,也丢失了一百单八将从天而降的意义,水
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可谓是极品.

第二点就是《水浒传》中对剧情的刻画描述.《水浒传》从九
纹龙大闹史家村到一百单八将聚一堂,从宋江大破连环马到宋
公明全夥受招安,中间事情的繁琐,人物的众多,令人望而生畏.



可施耐庵却用自己优秀的文笔将如此长的故事娓娓道来却丝
毫没有拖沓之感,而且一环套一环,使读者不由得继续往下看,
仿佛自己到了真实的故事中去了一般,真是让人叹服.

水浒读后感悟篇六

话：读不完水浒传的不是中国人！感慨万分！在读水浒传的
时间里宋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江被人们称为’及时雨‘在人们遇到困难时他总会第一时
间赶到帮助别人。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
说在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梁山泊的首领呢？
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
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
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
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受招安以后，宋
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
平安。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
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
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
护国”，他也由起义军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
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
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
腊，打得十分惨烈。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
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
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
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
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
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