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 西游记读后感
(模板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一

最近我读了《西游记》小说生动叙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
戒、沙僧师徒四人，历尽艰险曲折，到达西天的奇妙的故事，
故事告诉人们：为了寻找、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
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会遇上或多或少的、或
大或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必须去顽强地克服这些
挫折与困难。

主题思想：小说通过唐僧取经的故事，刻画了孙悟空的形象。
表现了他蔑视权威，不畏强权，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这个
形象鲜明地反映了人们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的崇高理想。

精彩名句：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一叶浮萍归
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精彩情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车迟国斗
法》、《女儿国遇难》、《真假美猴王》、《智取红孩儿》、
《三借芭蕉扇》。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出下文的
部分，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
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
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
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



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白龙马保护唐僧西
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
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
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二

读了《西游记》我有很深的感触，文中有些情节和唐僧师徒
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僧骑着白龙马，后面跟三个徒弟分别是;孙悟空，猪八戒和
沙和尚，我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总觉的对西游记的了解实
在是太少了，我只知道孙悟空本领大，猪八戒好吃，沙和尚
力气大。现在看《西游记》的原著，觉的作者吴承恩把打妖
怪的部分写得非常详细，清楚，发现他们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辛苦，只要努力做什么事都
能成功。

我读来读去，翻来翻去，有哪条路走得不艰辛呢/他们走路艰
辛，打妖怪艰辛。这些不都很艰辛。

看完书，我明白人生之路有那条路不艰辛，每个人做成功一
件成功之事都要历经挫折，但决不能放弃。就像一个人小学
的成绩非常好，一到中学就不那么好了，因为天天迷恋网吧。
每个人都有艰辛的历程，但是一定要坦然面对不要逃避问题。
艰辛是无处不在的，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三

《西游记》(原著)是吴承恩写的一部历史巨著，里面许多人
物都被作者写的活灵活现。唐三藏最大的特点就是取经自信
念强，意志坚决。取经的路上，有许多的国王要给他让位，
他谢辞了;很多女妖王要和他成亲，他拒绝诱惑，完全没有动



摇之心。但是他有一点做法我是不赞成的，他以慈善为怀，
认人处事有些不分好坏，不明是非，经常认为孙悟空杀害生
灵，乱杀无辜，运用经箍咒惩处孙悟空，甚至把孙悟空赶回
花果山，所以他不是我喜爱的人物。

孙悟空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唐僧忠心，还又不失顽皮活泼，他
多次被师傅惩处，甚至赶走，却照旧保持着一片真心，遇到
妖怪他打先锋，遇到困难他出办法，想方法，上天宫，下地
府，爬灵山，游龙宫，到处找各路神仙帮忙。比如应付青牛
精时，他先上南天门请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又请水德
星君、火德星君，还上灵山请罗汉，后上斗牛宫请太上老君，
最终才将青牛精降服。他大闹天宫、威逼地府、搅动龙宫，
途径紫竹国用马尿、锅灰制药给国王服用，他真是顽皮好斗。

猪八戒也是我不喜爱的角色，他贪吃好色，头脑简洁，老爱
挑拨离间，而且一遇到困难就想各奔启程，分行李散伙，每
次都是唐僧指责指教、孙悟空揪耳棒打后才顿悟改过，一路
上和师兄并肩打了不少妖精，帮了师傅不少忙。

要说师徒四人，连马五口，最勤快最辛苦，奉献最多的就是
白龙马和沙僧了。别看他们一路上静默无闻，很少说话，其
实是取经队伍中不行缺少的一部分。白龙马一路拖着唐三藏，
耐着性子，听从指引，翻山越岭，跨江渡海，不管路途坎坷
坎坷，多么遥远，从没有喊过累，吐过苦;沙僧一路上挑着行
李，左肩移至右肩，右肩移至左肩，没听到压痛的声音，不
离不弃的紧跟在队伍的后面，勤勤恳恳，为其他人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在师徒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极力化解，劝告师傅，
拦挡悟空，告诫八戒，非常和善，和爱可敬。白龙马、沙僧
始终是我心中的榜样。

《西游记》中不同的人物是社会上各类人员的代表，都有自
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九九八十一难之中，每一难都是一
场艰苦的斗争，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些经验告知我们，
无论做什么，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脚踏实地的坚持走下去，



才能越走越远，只有亲自经验了磨难，克服了困难，才能一
步步地走向胜利。要知道，胜利的道路总是坎坎坷坷的，磨
难只是胜利的起先，每经验一个磨难，就会向着胜利又走近
了一步，风雨过后，定见彩虹。只有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人情冷暖，才能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只有在黑暗中摸爬滚打，
才能看得见成功的曙光!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四

《西游记》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并称我国
四大古典。《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用他的妙笔生花向我们
展现了一个个神奇的神话故事，让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瑰丽
无比的艺术殿堂。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殿堂的大门，欣赏
那令人“流连忘返”的画卷里的风景吧。

《西游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师徒四人取经”的画卷。师
徒四人性格截然不同而又意志坚定，分别是生性善良，不愿
杀生的唐僧：火眼金睛，明辨是非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好吃
懒做，贪小便宜的猪八戒：忠心耿耿，少言寡语的沙僧。在
取经路上，他们四人团结一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
果。

在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孙悟空为了保护师傅，三次棒打白骨精，终
于将其打死。可唐僧却不明是非，觉得悟空无心向善，有意
作恶，猪八戒则贪恋女色，而沙僧也是云里雾里，对这件事
情也不明真相，不知该听师傅的，还是大师兄的。而唐僧则
在一怒之下赶走了悟空。最后，唐僧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自
觉愧对悟空，亲自向其道歉，悟空宽宏大量，原谅了师傅。

在这个故事中，悟空一心除妖，却遭到了师傅的误解，而猪
八戒也看不清事情真相，师徒四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想让别
人都听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转，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是这



样，别说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就是七七四十
九难，也成问题。在师徒四人想法不一致时，不应该固执己
见而是应该静下心来，心平气和地互相商量，全面地看问题，
静心地思考问题，才能看情事情的真相，并且解决问题。否
则，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一直拖下去，不知道
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解决，只有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团结一
致，才能解决问题。

其次，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九九八十一
难中，有不少困难师徒四人联合起来都无法解决问题，如果
在那时，他们放弃，就只能是前功尽弃。但他们非但没有放
弃，还想尽一切办法，如果还是不起作用，便请众神帮忙。
而我在平时的生活中与他们师徒四人相比，就逊色了许多。
每次，我只要遇到困难就让长辈帮忙，却从来没有想过以一
己之力能否解决问题;遇到一点挫折就无法振作，更不要说是
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了。由此可见，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多么
重要。

看了这本书，我不由得感慨万千，吴承恩老先生是如何做到
的?每一个故事都如同是神来之笔，在故事中渗透出做人的道
理，让人受益匪浅。《西游记》不仅仅是一个个简单的神话
故事，更是一位育人处世之道的无声老师。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五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奇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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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西游记》
读后感850字，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中学生的成长离不开书籍,书籍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没有它们
的哺育滋养,我们的生活是不完美的;没有它们的意味深长,我
们的人生是缺憾的;没有它们的充实诱导,我们的精神是虚无



的.读书,特别是文学书籍,犹如春雨哺育着大地,使我们的生
活丰富多彩;如夏风凉爽着世界,让我们享受着人生;如秋果挂
满了枝头,叫我们精神饱满,文学名著的奥妙潜移默化的感染
着我,塑造着我,成就着我,雪中送炭,无疑是我们对文学名著
的真实体验!

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博大精深,我对四大名著也情有独钟.
《西游记》,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那光
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令我留恋忘返,回味无穷.但今
日今时,再次拜读《西游记》,我的领悟却变了.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奇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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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
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又有了新的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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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长时间个性受约束的日子,新世纪的人们都格外向往
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石而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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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果山上称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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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进取, 寻找最大
自由的精神.



西游记读后感之三打白骨精篇六

记得小时候，常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总是笑了
一笑，摸摸我的头，说：“你啊，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想，大概每个孩子都得到过这样的答案,而且信以为真。因
为我们每个人那时都是孙悟空。

我们可以回想自己的童年，捧着一本《西游记》的连环画，
津津有味地看着，当孙悟空打败了妖精，我们总会为他欢呼;
当他受到了冤屈，我们也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共鸣;当孙悟空
被唐僧误会，被逼回花果山，继续当他的齐天大圣，我们就
为他鸣不平;但当唐僧遇到危险，猪八戒赶到花果山向孙悟空
求救时，他也毅然去救唐僧。记得那时候看连续剧，当看到
此片段时，眼中便充满泪水。因为我知道，当时的我就是孙
悟空。

唐僧师徒四人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共遇到了九九八十一
道难关。这就好像我们成长道路上布满荆棘。最终，他们战
胜了难关，取得了胜利。“工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用在他
们身上是再恰当不过。而我们，只要有不怕困难，坚持到底
的决心，也会取得最终的成功。在学校里，有着形形色色的
人。有的像猪八戒，好吃懒做，做任何事情都马马虎虎;有的
则像沙僧，诚恳老实，踏踏实实;有的像孙悟空，机灵活泼，
足智多谋;而唐僧则是心地善良，不愿气馁的人。若我们在学
习上能个个都是唐僧、孙悟空、沙僧，对学习有不懈努力的
信念，那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有时也像猪八戒一样会偷懒，就像今年的暑假作业，许多
难题不去思考，没有完成。但我现在决心向孙悟空学习，把
所有的缺点都改正过来，要勤学好问，不仅要解决问题还要
准确，不疏忽任何一个问题，以后比孙悟空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