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
西游记第四回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
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们读了章回体长篇小说《西游记》。书中主要讲述了
唐僧师徒四人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书里描绘了一个又一个丰
满多彩的人物形象：有心地善良，立场坚定的唐僧;有桀骜不
驯，敢于反抗的孙悟空;有好吃懒做，目光短浅，但又忠勇善
战，知错能改的猪八戒;有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沙僧……其
中我最喜欢的是桀骜不驯，敢做敢当的孙行者——孙悟空。

我最喜欢的是第三到第五回的“孙悟空闯地府勾销生死薄”，
“大闹天宫与众神斗法”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里体
会到孙悟空那种桀骜不驯，敢于打破陈规与天斗争的创新精
神。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书中的许多地方体会到生活的道理。比
如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从中不难体会出天道酬勤，
善恶到头终有报的道理。

又比如从第一二回“悟空求道路上艰难中”，也可以明白：
任何本领，本事都不是天生的，都需要后期的学习，练习，
天才也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选唐僧吧，他虽然心地善良，立场坚定，但他毕竟是一个凡



人，没有火眼金睛，正因他心地善良，所以才更容易被骗，
肯定无法到达西天。

选孙悟空吧，他虽然神通广大，机智过人，有过人的本领，
但他桀骜不驯，即使被限制住，也不会乖乖徒步走去西天。
既然如此，佛祖就肯定不会交出真经。

再看看猪八戒，他忠勇善战，淳朴憨厚，但它却又贪恋女色，
爱贪小便宜，耍小聪明，好吃懒做，见识短浅，一遇到困难
就想放弃，必然到不了西天。

而沙僧则更不行了，虽然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他毕竟
法力有限，恐怕刚到了青龙山大战白骨精就失败了。

因此，读完西游记，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团队的力量是
无穷的!

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达到了古代
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巅峰。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
第四十四回合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
家写文参考！

八戒，他虽然好吃懒做，有时候还胆小怕事，但他却也是那
样的爱着他的师父——唐僧，在大家都以为他们的师父死了
的时候，八戒也不再“没心没肺”，而是跟悟空、悟能一起
痛哭流涕。以前，我一直是在这三个徒弟中最不喜欢八戒的，
觉得他又懒又谗，还整天怨天尤人的，实在没有什么本事。
但自从看完了整部《西游记》后，八戒在我印象中的地位突
升。不错，他是能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他是看到女妖精走不



动路，但他也会在保护师父时对师父无微不至呀!不能否认，
在整部《西游记》》中，八戒是最有人情味儿的神话人物，在
“猪八戒难过美人关”这一回里，更体现出了猪八戒敢爱敢
恨的个性，有时候想想，这个憨憨的，肥头大耳的猪八戒，
还真讨人喜欢哩!

沙僧应该是整部《西游记》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位了，但他
如果一旦消失了，我相信人们在看电视时也会觉得少了点什
么吧!确实，他总是一脸的大胡子，不会惹事生非，也没什么
个性，既不象孙悟空那样机警勇敢，也不象猪八戒那样好吃
懒做，但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永远都是挑着一根已经褪了色
的破旧扁担，拿着所有的行李，无声无息地走在最后，似乎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就连偶尔的几句台词也好象可有可
无，他就这样默默的、无怨无悔地保护着师父。在《西游记》
中，孙悟空和猪八戒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斗嘴，好象有吵不完
的架，争不完的理似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每次他们一吵架，都是沙僧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劝劝
“大师兄”，又劝劝“二师兄”，有时还会安慰安慰师父，
我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没有沙僧这个“润滑
剂”，真不知道这悟空和悟净会吵到什么时候去哪!

而他们的师父唐僧，却是一位如此善良和蔼的人。似乎代表
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有人认为他怯喏，我却觉得他代表着至
善至美。说实话，以前在我没有看过整部《西游记》之前，
总觉得孙悟空才是整部神话故事的主角，你想呀，从第一回
开始，导演就先让观众们了解了孙悟空的身世，后来的两三
回里，也都是只讲孙悟空如何大闹天宫等等。直到孙悟空被
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时，才出现了救他的师父——唐僧，然
后又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猪八戒、沙僧这些人物。而现在，我
却觉得，师父唐僧才是整部故事的中心人物，是灵魂。前面
对孙悟空的渲染都是铺垫。的确，如果没有唐僧，也不会有
取经这件事了。打个比方吧，《西游记》就好比是一碗排骨
汤，象悟空呀，悟净呀，悟能呀，都是这碗汤的配料，而唐
僧，才是这碗汤里的精华——排骨。没有了排骨，即使配料



再鲜美，徒弟再懂事，也全都象没了根的大树，变的轻飘飘
的，仿佛失去了灵魂似的。而正是由于唐僧的不断坚持，这
个团体才得以排除万难，取得真经，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局。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的一颗
璀璨的明珠。每每读到其中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都让我
回味无穷。

《西游记》是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以及白龙马护送唐
僧去西天取经为线索，讲述了一路上降妖除魔，最终取得真
经的故事。

这个取经团队里孙悟空英勇善战，但非常急躁;猪八戒好吃懒
做，贪图安逸;沙和尚脚踏实地，非常稳重，但是战斗力比较
弱;唐僧心地善良，但是有时因为是俗世凡人而看不出是人是
妖，所以常常糊涂，气走孙悟空;他们之间有一个和事佬——
白龙马，在四人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候打圆场。就是这样一个
神奇的组合，一路上磕磕碰碰，分分合合，经历了九九八十
一难而取得真经。从他们的团队日常中，不仅让我感受到了
幽默搞笑，还有一种团结一致的优秀团队精神，值得我学习。

《三打白骨精》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狡猾的白骨精一变
少妇，二变老奶奶，三变老翁，将唐僧等人骗得团团转。不
过这种小把戏，可逃不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识破了
白骨精的身份，出现了三打白骨精的场面，救了唐僧。可唐
僧不但不领情，反而责怪悟空滥杀无辜，直将孙悟空气赶回
了花果山。

唐僧呢，也由于气走孙悟空而被白骨精抓入洞中。猪八戒与
沙和尚没有办法救出唐僧，只好上花果山寻求悟空的帮助，
好说歹说才将孙悟空劝回去救唐僧，最终结局是白骨精被收
服，唐僧等人又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西游记》带我领略了精彩的鬼怪故事，同时也教会了我只



有团结一致才可取得成功的道理，它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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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吴承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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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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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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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诗为我们写出
了一斗天地,横扫一切邪恶势力的孙悟空的形象.提起孙悟空,
就不能不提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小
白龙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西游记的出现，
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其内容是中国古典小说
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佛，道，儒三家的思
想和内容，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庄严神圣的
神佛世界里也充满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显得亦庄亦谐，
妙趣横生，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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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但唐僧取经却是历史事实。
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当时年仅25
岁的玄奘离开长安，置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
后，历经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玄奘在印度著名的佛
教寺院那烂陀寺先后学习5年之久，被尊为通宵三藏的十德之
一.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后来
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
卷，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
后来玄奘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
传》，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本书是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主要讲的是唐僧和孙悟空师徒
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有很多个回
合，但是看到里面“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三借芭蕉
扇”等等片段的时候，我看的十分紧张，完全被生动的故事
情节，形象的人物描写所吸引，看的我一会大笑，一会生气，
有时候真想自己就变成孙悟空去说服那个糊涂的师傅，所以



不一会就看完了全书。看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无
论在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在学习上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就像有一段“三借芭蕉扇”中的唐僧师徒要过熊熊的火焰山
时，山上的火太大了，根本无法走过去，于是，孙悟空勇敢
地去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虽然每一次都被无情地扇走，但
是悟空他永不放弃，连续三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借到
了芭蕉扇，才让师徒四人平安地走过了火焰山。在现实生活
中，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做数学动脑筋题目的
时候，我做了2次都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还是别做了，明天
实在不行去问问同学吧!正当我闪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突然眼
前出现了《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很多故事情节，嘴里小声
说着“不能放弃。”于是我又连续做了两遍，终于找到了正
确的答案，原来并不是那么难。

我喜欢《西游记》这本书，因为它教会了我在面对困难的时
候要努力，要专心，不能选择放弃，要有勇于克服的精神，
也希望很多同学都能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篇三

这一回的回目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这一回的主要内容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以及金陵十二钗
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仙曲，对全书女子的性格和命运作了概
括性交代。

今天我要与大家交流的是贾宝玉神游一事。在说这之前，我
想说一下对林黛玉的看法，我认为她既孤高自许，又目无下
尘。那些小丫头也多愿意跟薛宝钗玩而不是跟林黛玉，不是
我想贬低她，而是她自己不爱合群，就算是这样，别人不跟
她玩，她也不应该对她们生气，自己不去合群却要怪别人，



那就是自己的活该和自作自受了。

然而等到宝玉入席，就如同一个新生小白一样，问题多多。
宴中所演《红楼梦》十二仙曲，宝玉看了原稿也并无所领悟，
教警幻仙姑叹道：痴儿竟尚未悟！不过转念一想，若是宝玉
真的以他过人的天赋看出十二仙曲所蕴含的秘密的话，那么
也就不会有后来贾府的悲剧了，当然，如此这样，《红楼梦》
就不再是《红楼梦》了。

总体上看，贾宝玉的确有天赋异禀的过人之处，不然也不会
得见警幻仙姑了，而在见到神仙后，若是其他一般人的话，
也许还会贪婪地索取，但他并没有，足见其秉性之善。

而对于太虚幻境的描写则透露出了整个故事的结局，如警幻
仙姑让宝玉闻到了“群芳髓”之香，品了“千红一窟”茶，
喝了“万艳同杯”酒，并请出痴梦仙姝、钟情大士、引愁金
女、度恨菩提四仙姑相见。而这些天马行空并且虚夸的词构
成的太虚幻境也是一种暗示。离恨、灌愁、放春、遣香，警
幻、痴梦、钟情、引愁、度恨，全都是讲述了一个人的感情
经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等描写则更直接，但凡看过《红
楼梦》的人应该懂得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千红一哭”“万艳
同悲”，而这正是红楼一梦的最后结局。这些词太艳丽，艳
丽得惊心动魄，曹雪芹正是用这极度的香艳、奢华描画出了
一个极度凄凉、悲辛的世界。所谓的太虚幻境也就是作者历
尽沧桑后看到的现实世界，幻境即真实。故太虚幻境用“假
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对联。可见，第五回则
是全书的一个导航。

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篇四

西游记是最爱看的书，它是一本神话故事，书中重点讲述了
唐僧四师徒经历了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西游记》较
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你是否在找



正准备撰写“西游记第四回读后感45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本书是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主要讲的是唐僧和孙悟空师徒
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去西天取经的故事。故事有很多个回
合，但是看到里面“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三借芭蕉
扇”等等片段的时候，我看的十分紧张，完全被生动的故事
情节，形象的人物描写所吸引，看的我一会大笑，一会生气，
有时候真想自己就变成孙悟空去说服那个糊涂的师傅，所以
不一会就看完了全书。看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无
论在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恒心，在学习上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都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就像有一段“三借芭蕉扇”中的唐僧师徒要过熊熊的火焰山
时，山上的火太大了，根本无法走过去，于是，孙悟空勇敢
地去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虽然每一次都被无情地扇走，但
是悟空他永不放弃，连续三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借到
了芭蕉扇，才让师徒四人平安地走过了火焰山。在现实生活
中，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做数学动脑筋题目的
时候，我做了2次都没有做出来，我心想：还是别做了，明天
实在不行去问问同学吧!正当我闪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突然眼
前出现了《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很多故事情节，嘴里小声
说着“不能放弃。”于是我又连续做了两遍，终于找到了正
确的答案，原来并不是那么难。

我喜欢《西游记》这本书，因为它教会了我在面对困难的时
候要努力，要专心，不能选择放弃，要有勇于克服的精神，
也希望很多同学都能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

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看那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而
最近，老师又让我们看《西游记》这本书，这让我不禁有点
厌倦，因为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再看也没意思了。周末没什
么事干，我便静下心来，坐在家里拿起《西游记》开始仔细



看。我把《西游记》一书认真地看了一会，这时才让我真正
领略到《西游记》的文字所带来的魅力，我便对它又充满了
兴趣。

《西游记》主要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唐僧去
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鬼怪和险恶的环境作斗争，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了真经的故事。

在整部《西游记》中，最吸引人们的就是那神通广大的“齐
天大圣”孙悟空。他不仅会七十二变，还有一双火眼金睛，
能分辨人或妖，所以，他最善于降妖捉怪了;但是，如果没有
善于水性的沙僧助阵，孙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
猪八戒虽然贪财好色，但力大无比的他也是孙悟空捉妖的好
帮手;唐僧虽不懂人情世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怀，最终经历
千辛万苦，带领徒弟们取得真经。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
性格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优点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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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孙悟空那般神通，但是我要学习他善于分
辨真假善恶，不要被假的现象所蒙蔽了双眼。

《西游记》让我领悟到办成任何一件大事，都不是容易的，
是靠我们的不断努力和团结一心，去获取成功的!

读了《西游记》后，也让我知道了：不要因为这本书看过很
多遍，就对它产生厌倦，就可以不用再此反复的读它。俗话
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没错，读的次数越多，
就会获得越多的知识。每次读同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每次
读它都会发现新知识，所以，我们要反复的读一本书。

《西游记》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
一”啊!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其中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每每读起《西游记》，
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溶入那精彩的情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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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今年的寒假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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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西游记》这本书，开始我发现主人公是石头变



的猕猴时，我就来了兴趣，我很快就能融化到这本厚厚的书
里，最近又和妈妈读了一遍。

《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闭上眼睛慢慢思考就好像进入
仙境一般。故事中每当出现孙悟空把妖怪打死时那得意洋洋
的神态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孙悟空的“笑”样太好玩
了。

通过读《西游记》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师徒四人为取
真经，历经千难万险，永不退缩的精神很值得我敬佩和学习，
它教育我遇事不要虎头蛇尾，要坚持到底;因为师傅把孙悟空
从五行山下救出来这么个事，他就非常孝顺师傅，他知恩图
报的高尚品德值得我学习，它教育我要孝敬父母，因为他们
对我有养育之恩，教育我要尊重老师，因为她们向我传授文
化。

虽然我还有很多疑问，但我还是非常羡慕孙悟空，要是我也
有七十二变化那就好了，如果我有七十二变化，我首先要把
贫困饥饿战争和自私去掉，我还要一口气把污染吹没了，把
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吹没了，再吹出无数辆能排出瓜果味道尾
气的汽车来……哈哈，还有好多，一句话就是：创造一个美
好的家园。

《西游记》师徒当中我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本领高强，无
所不能，而猪八戒嘛，也不讨厌，虽然他有时候害猴哥头疼，
但他憨厚可爱，心地也很善良。

我喜欢《西游记》，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快乐和无穷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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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吴承恩为读者讲
述了唐僧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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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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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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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敢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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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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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历了八十一次磨难，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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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来说也就是一种成功
啊!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西游记第四十三四十四回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主要写了当年孙悟空用金箍棒大闹天宫，如来佛
祖为惩罚孙悟空，将他压在五指山下，《西游记》的语言生



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你是否在
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第四十四回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
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和《三国演义》一样，《西游记》也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
记得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能看到电视剧《西游记》的身
影，很小的时候，就几乎看遍了每一集，甚至很多集都看了
很多遍，但是这个暑假，我还是静下心来又看了一遍书，发
现感受并不是完全相同。

说起《西游记》我想，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陌生。神通
广大的孙悟空，贪吃贪睡的猪八戒，忠厚老实的沙僧，有异
性吸引力的唐僧，会吐火的红孩儿，脾气暴躁的牛魔王，善
解人意的观音菩萨，威风凛凛额托塔李天王，脚踏风火轮的
哪咂，一个个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的人物，在我的眼前，上演
着一步步好戏。

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路上，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为
徒，他们师徒四人，齐心协力，一路上斩妖除魔，历尽千辛
万苦，踏过千山万水，终于到达了西天，取得了真经。一路
上打打杀杀，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从中，我看到坚忍不拔
坚持不懈的精神，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武功高超
的孙大圣。孙悟空武功高强，神通广大，身手敏捷，正义大
胆，会七十二变、腾云驾雾，是我羡慕不已。一双火眼金睛，
能看穿妖魔鬼怪伪装的伎俩;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使用
的兵器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随心变化，小到绣花针，大
到顶天立，妖怪们都怕它。沙师弟虽然不怎么抢风头，但我
却很喜欢他，他忠厚老实，心地善良，不仅是师傅的好徒弟，
也是徒弟们的好搭档，一路上都是他扛行李，从不喊累。

西天之路，长途漫漫。师徒四人就是靠着这一份坚持，这一
份团结，这一份勇敢，这一份顽强，才取得真经。俗话
说“万事开头难”任何事一开始总是十分艰难，但只要树立
勇气和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成功。人生中有许



许多多的挫折和困难，从中我们要认识到不要第一次遇到挫
折就放弃，而是应该坚强、勇敢地面对挫折，绝对不能气馁，
这种精神正是我所需要学习的。

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果然名不虚传，我看了这本精彩
的书后，心里便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起来了!

书中主要写的是唐僧、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师徒四人前
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他们在这一路上斩妖除魔，为老百姓做
了许多的好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西天，取得了真经。

这本书中我最爱看的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了。这一天，唐
僧师徒四人来到了白骨山上，山上的白骨精知道后，便打起
了唐僧的主意。她变成了一个姑娘，假装看到了唐僧他们请
他们吃包子，慈眉善目的唐僧一下子就信了。可孙悟空有着
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识破了白骨精。他一棒子打过去，白骨
精化着一道青烟飞走了，只留下一具尸体。唐僧大吃一惊，
大骂孙悟空，孙悟空说了原因，唐僧听了才半信半疑。第二
次白骨精再次变成了白骨精的妈妈，唐僧见了便告诉她是孙
悟空不小心打死了她的女儿，她假装生气要打孙悟空，孙悟
空知道又是白骨精，一棒打向她。可白骨精还是逃了，唐僧
勃然大怒，正要念紧箍咒，孙悟空费了好打劲，唐僧才相信。
第三次白骨精有变成了老爷爷，这次白骨精没跑掉，被孙悟
空一棒子打死了，唐僧忍无可忍，念起紧箍咒把孙悟空赶走
了。

看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做人一定要诚实、善良，对人不能有坏
心眼，不然不会有好结果的!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中的其中一本，作者是吴承恩。
它主要讲的是，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
才取回了真经，其中还告诉了我们一些深刻的道理。尤其是
《三打白骨精》这一片段非常精彩，我很喜欢。那让我们一
起来看一下吧。



读了《西游记》之后，是不是感觉很有趣呢?感兴趣的话，你
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哦!

八戒，他虽然好吃懒做，有时候还胆小怕事，但他却也是那
样的爱着他的师父——唐僧，在大家都以为他们的师父死了
的时候，八戒也不再“没心没肺”，而是跟悟空、悟能一起
痛哭流涕。以前，我一直是在这三个徒弟中最不喜欢八戒的，
觉得他又懒又谗，还整天怨天尤人的，实在没有什么本事。
但自从看完了整部《西游记》后，八戒在我印象中的地位突
升。不错，他是能一顿饭吃八个馒头，他是看到女妖精走不
动路，但他也会在保护师父时对师父无微不至呀!不能否认，
在整部《西游记》》中，八戒是最有人情味儿的神话人物，在
“猪八戒难过美人关”这一回里，更体现出了猪八戒敢爱敢
恨的个性，有时候想想，这个憨憨的，肥头大耳的猪八戒，
还真讨人喜欢哩!

沙僧应该是整部《西游记》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位了，但他
如果一旦消失了，我相信人们在看电视时也会觉得少了点什
么吧!确实，他总是一脸的大胡子，不会惹事生非，也没什么
个性，既不象孙悟空那样机警勇敢，也不象猪八戒那样好吃
懒做，但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永远都是挑着一根已经褪了色
的破旧扁担，拿着所有的行李，无声无息地走在最后，似乎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就连偶尔的几句台词也好象可有可
无，他就这样默默的、无怨无悔地保护着师父。在《西游记》
中，孙悟空和猪八戒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斗嘴，好象有吵不完
的架，争不完的理似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每次他们一吵架，都是沙僧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劝劝
“大师兄”，又劝劝“二师兄”，有时还会安慰安慰师父，
我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如果没有沙僧这个“润滑
剂”，真不知道这悟空和悟净会吵到什么时候去哪!

而他们的师父唐僧，却是一位如此善良和蔼的人。似乎代表
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有人认为他怯喏，我却觉得他代表着至
善至美。说实话，以前在我没有看过整部《西游记》之前，



总觉得孙悟空才是整部神话故事的主角，你想呀，从第一回
开始，导演就先让观众们了解了孙悟空的身世，后来的两三
回里，也都是只讲孙悟空如何大闹天宫等等。直到孙悟空被
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时，才出现了救他的师父——唐僧，然
后又接二连三的出现了猪八戒、沙僧这些人物。而现在，我
却觉得，师父唐僧才是整部故事的中心人物，是灵魂。前面
对孙悟空的渲染都是铺垫。的确，如果没有唐僧，也不会有
取经这件事了。打个比方吧，《西游记》就好比是一碗排骨
汤，象悟空呀，悟净呀，悟能呀，都是这碗汤的配料，而唐
僧，才是这碗汤里的精华——排骨。没有了排骨，即使配料
再鲜美，徒弟再懂事，也全都象没了根的大树，变的轻飘飘
的，仿佛失去了灵魂似的。而正是由于唐僧的不断坚持，这
个团体才得以排除万难，取得真经，达到了最完美的结局。

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地板变成了绿茸茸的小草和娇艳的
鲜花，天花板变成了湛蓝而透亮的天空，窗帘则变成了百年
大树和小溪，墙壁也化为连绵不断的高山……这时，远处传
来一阵马蹄声和哼哼唧唧怨声哀道的声音，我往前走了几步，
隐隐看到孙悟空拿着金箍棒、猪八戒扛着钉筢子、沙僧挑着
行李担，正护送骑着白龙马的唐僧去西天取经呢，真是令人
震惊。我连忙迎上去拦着他们，唐僧问我：“请问施主何
事?”“请问师傅是去西天取经吗?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吗?”“施主容我考虑一下。”一会唐僧对我说：“取经路上
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不知施主能否承受得着啊?”我
想了想认真的说：“在磨难中成长才能体会成功后的喜悦!”
唐僧看着我高兴的答应了。

路上，孙悟空在前面蹦蹦跳跳的引路，猪八戒和沙和尚好奇
的向我打听现在的文明世界，我牵着唐僧的白龙马和他们兴
奋的聊着。途中经过一座乱石岗，前面是一处茂密的森林，
阴气逼人!孙悟空交代大家要格外小心，大家都紧张起来，加
快了行走的步子。突然，一股黑风袭来，我便一下子失去了
知觉，当我醒来时，竟然和唐僧背靠背的被妖怪绑了起来，
身边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妖怪看着我们，一边交头接耳，发出



不是人类的声音……不一会，一个青面獠牙身材高大的妖怪
回来了，他恶狠狠的对我和唐僧说：“这小子细皮嫩肉，唐
僧肉吃了长生不老，哼哼，你们就等着做我的下酒菜吧，哈
哈哈……”唐僧在身后不停的念经，我吓的头冒虚汗，心里
默默地念叨：“孙悟空啊，你不是齐天大圣吗?赶紧过来救我
和你师傅吧……”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打斗声，
原来是孙悟空和猪八戒救我们来了，妖怪跳了起来，拿起刀
走了过来，恼羞成怒的说：“孙猴子想来救你们两个，门都
没有，我先杀了你们，看他怎么救!”说着，举起刀就要砍
我……“啊!”我突然醒过来，惊了一身冷汗，原来是个梦
啊!

虽然只是一个梦，还是让我体味到了《西游记》这本书中的
乐趣!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写出一本出神入化的神话小说!在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机
智勇敢，一个跟斗就是十万八千里，还有七十二变，还有他
把那重达一万三千五百斤、能大能小的“如意金箍棒”玩得
出神入化，他的眼睛更是火眼金睛，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
他都能识别。唐僧很无能，一天到晚只会念经，不能识别妖
魔，还经常冤枉孙悟空，念“紧箍咒”使孙悟空痛苦难堪，
但他的菩萨心肠是最好的，更是一个称职的领导者。猪八戒
好吃懒做，而且还贪生怕死，但还是服从领导，有怨言也认
真完成任务。沙僧虽然很笨，但也任劳任怨，为大家挑行李，
替师傅牵马。在这个组合里，悟空是斩妖除魔的主力，八戒
是探敌先锋，沙僧是后勤部长，唐僧是四人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