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 写读后感西游记(优
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篇一

在《西游记》里保护唐僧必不可少的是孙悟空、猪八戒与沙
和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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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读后感西游记300字”，下面小编
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西游记是一部古老的神话故事,我非常喜欢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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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
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
形象，他憨厚老实，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



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
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
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
空吃点苦头;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
意的，毕竟他在西天一路上披荆斩棘，当开路先锋，不辞辛
苦污臭，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
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特别是他的很多小聪
明比孙行者强，这也是孙行者做梦也不想不到他认为的呆子
居然是这么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可是在唐僧眼中，
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徒弟，这也是行者的聪明不如猪
八戒的地方。猪八戒还是一个好人，没有害人之心，并且终
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一个弱点很多的人能讨人喜欢，让
人记住，是很不容易的。

《西游记》以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人，全文以三人一
起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为线索，一路上跟妖魔怪作斗争，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取得了真经。

读过《西游记》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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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才能取得成功。我们都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它不仅能腾云驾雾，还会七十二般变化，它有一双火眼金睛，
能够分辨妖魔鬼怪，更善于降妖捉怪，斩除妖魔，为西天取
经立下了汗马功劳。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空捉妖的好帮手，
唐僧虽不懂人情事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怀，感动了苍天。
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徒弟们取得了真经。

而通过《西游记》这篇名著，让我领悟到，想要办成任何一
件大事，绝非易事。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不是人们想像
那么容易，那么出神入化，而是经历了丛丛困难，才取得了
真经。就拿我们学习来说吧，我们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里经历的每一天又何尝没有困难呢?初中升高中，
高中升大学，又何尝不是九九八十一难呢?战胜困难的过程，



就是要勇于克服各种困难，不畏惧困难，不怕危险，勇敢向
前冲，这样无论前方有多大的困难都不怕。都能战胜它，这
也许就是我从《西游记》当中得到的启示吧。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着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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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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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
每个人都是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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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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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活蹦乱跳的小猴子就好像是我们的化身。当他从石头里
蹦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当他在花果山
上无忧无虑地和群猴们玩耍时，就好似我们那无忧无虑的童
年生活，多姿多彩。当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就好似一个调皮
的孩子，不小心跑进了大人们的世界，并且搞得一团糟，大
人们想哄住他，便封了他个弼马温，没哄住。又封了个齐天
大圣，还是没有哄住。而后如来出现了，伸出他的飞掌将孙
悟空束缚在五指山下。严慈的父亲，终于压服了他调皮的儿
子。度过了漫漫的五百年后，观世音的出现给了孙悟空新的
希望，踏上了漫漫西天去取经之路，也踏上了漫长的人生之
路。

“拔一根毫毛，吹出猴万个。眨一眨眼皮，能把鬼识破。翻



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抖一抖威风山崩地也裂……”每当耳边
传来这熟悉的旋律，我的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睿智
勇敢的孙悟空形象。孙悟空在《西游记》里，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猴哥”，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寒假里，我又一次捧起了这部经典之作，享受这份文化大餐。
在我心中，孙悟空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看到孙悟空大闹天宫
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读到他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
年时，我仿佛也感受到了那份孤独与痛苦;后来，他被唐僧解
救，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历经磨难，降妖伏魔，最后终于
修成正果，取得真经。放下《西游记》的那一瞬，我的心中
感慨万千。

孙悟空是正义的化身，一路上，正是因为有了他，那些妖怪
才闻风丧胆。他忠心耿耿地保护师傅西天取经，虽然在取经
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偶尔也会耍耍小脾气，但是他始
终没有忘记身上的责任，即使师傅责骂他，误会他，甚至赶
走他，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再大的风浪，心中有一份信念，仍有希望到达成功的彼岸;再
高的山峰，心怀一份憧憬，仍有可能攀越险峻的山顶。人生
路，不就是一条打怪的西游之路吗?成长路上遇到的大大小小
的困难，就像书中大大小小的妖怪，需要我们用勇敢与智慧
战胜它们。

记得我上一年级的那年暑假，我非要拉着爸爸教我学骑自行
车。一开始我信心十足，推上小自行车就想骑。谁知我还没
站稳，自行车就摔倒了，压到我的脚面，疼得我哇哇直叫。
这下我不敢轻举妄动了，央求爸爸帮我扶稳自行车，我才小
心翼翼地坐上去。我双脚踩着踏板，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仿
佛我一张嘴它就会跳出来似的。我不时地回头看爸爸，生怕
他松手，不一会儿汗水就像无数蚂蚁一样爬满我的脊背，天
哪!原来骑自行车这么累呀!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居然放开
了手，我顿时手忙脚乱，顷刻间连车带人一股脑儿摔得稀里



哗啦，手上脚上的皮都磨破了!我疼得龇牙咧嘴，好不容易站
起来后，我再也不想骑自行车了。正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孙悟空的影子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似乎正嘲笑我：“遇到这
么点困难就受不了，还算什么男子汉?真让俺老孙看不起
你!”不知怎么的，一股神奇的力量支撑着我，扶起自行车，
我又开始练习。我向爸爸“取经”，他告诉我注意力要集中，
认真盯着前方，双手控制好前进的方向，车身稍微向右倾，
尽量保持平衡。除了这些要领，还要记住三个字“不怕摔”，
总想着放弃，是学不会骑车的。我重重地点点头，就这样，
我摔倒了再爬起来，再摔，再起来……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
艰苦练习后，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因为坚持，我成功了。

未来的人生旅途中，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作为新时代的少先
队员，孙悟空的那种坚持、不服输的精神成了我的信仰，它
指引着我，让我“斗罢艰险又出发”。

初次看《西游记》是在六岁时，那时只觉得很好看，里面的
人物活灵活现，情节曲折，使我回味无穷。

后看《西游记》是在十岁时，那时已懂事了，明白这故事里
的真道理了也更加欣赏这本书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吴承恩，
他是明朝有名的小说家。书中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
僧四师徒经过了重重磨难和各种考验，仍坚持到底，不屈服，
顽强的与妖魔鬼怪斗智斗勇，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
真经成佛的神话传说。《西游记》使我感受到世间的正与恶，
和只有敢于拼搏，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

书中的四师徒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本领，为这本小说平
添了几分魅力。唐僧是这本小说中最主要的角色，他胆小、
唠叨、不分善恶，但他却始终是善良的，一心向佛，在困难
面前不放弃，成为了功德佛;孙悟空是个性急、淘气，但始终
忠于师傅，即使是被赶走了，也很关心师傅，每次总是又回
来了，他英勇善战，火眼金睛，面对妖精总也不退缩，终成
斗战胜佛;猪八戒原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后因犯色，而被贬下



凡间成猪，也随唐僧取经，途中经常说要各奔东西，还老是
贪恋美色，好吃懒做，却始终对师傅不离不弃，武功虽不如
孙悟空，但着实也是一个好徒弟，最终成为了净坛使者;沙僧
原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因为打破了王母的硫璃盏，后将功赎
罪，随唐僧取经，他的功夫是三个徒弟中最差的一个，也是
一个对师傅的话言听计从的徒弟，他水下功夫却是三师徒中
的一个，也成了金身罗汉。读完这本书是我真真正正体会到
了原来要想做成功一件事是多么的不容易，是要付出很多心
血，也是需要坚持到底的，只有肯下功夫，肯花时间，认真
的做就一定能够事半功倍。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篇二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竟然成了唐三藏赶走孙行者的`原因;猪八
戒﹑沙和尚﹑孙悟空的武器被偷;玄奘被红孩儿劫走;沙和尚﹑
猪八戒以及唐三藏不小心喝下毒茶而昏迷不醒;唐三藏被六耳
猕猴打伤;齐天大圣?六耳猕猴?傻傻分不清……他们的取经之
路可真是不太平。

有许多的人并不清楚他们师徒四人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度过困
难。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孙悟空法力高强;有的说这是因为在
取经的过程中他们一点一点地越来越团结;也有的是因为他们
面对诱惑不动心……但是我却认为最最最重要的是他们勇敢
面对那几场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暴风雨。

就像那一次，唐僧前去盘丝洞，却遇到了七只蜘蛛精。她们
准备吃唐僧肉，好在孙悟空及时地把他救了出来。在黄花观
又遇蜘蛛精的师兄和蜘蛛精，这次孙行者遇到了困难，没能
成功救出师傅。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跑去找菩萨。

还有那一次，唐僧被妖怪捉去，可猪八戒相信“猴哥”一定
有办法，“猴哥”一定能行，当孙悟空归来之时，猪悟净还
开玩笑，说：“师傅姓‘陈’名‘到底’了。”孙悟空过一



会儿才清楚，师傅被妖怪捉到河底去了。

看，他们几个是多么乐观呀!遇到了挫折他们难道放弃了吗?
没有。可有的人，遇到了一点点的小小小困难便灰了心，开
始彻底地放弃，他们有一点自卑，不太自信。其实他们如果
也坚持了下来，他们也能够从失败中慢慢地摸索到方向，不
用担心自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遇到暴风雨，
应该铭记“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其实人人皆知的名言警句
应该相信自己能行。告诉自己我能行，告诉自己icandoit。从
这一刻开始，让我们一起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忽然想起一句歌词——阳光总在风雨后。孙悟空他们不也是
这样吗，乐观向上，你必然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彩虹。别忘了，
要微笑面对困难哦!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篇三

《西游记》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贵在坚持的'道理。

唐僧师徒四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一共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一路上危险重重。其中我最喜欢孙悟空，他会七十二变，一
直都陪伴着唐僧往西天取经。孙悟空有一个金箍棒，他用金
箍棒为唐僧斩妖除魔，一路上保护唐僧打死了很多妖怪。在
《三打白骨精》那回中，妖精变做老太太要抓唐僧，孙悟空
火眼金睛，抡起金箍棒打死了妖怪，唐僧却冤枉孙悟空打死
了好人，结果被赶到了花果山，看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难过。
猪八戒比较好吃懒做。在《偷吃人参果》那回，猪八戒听说
吃了人参果会长生不老，就趁主人不在家一连偷吃了好几个
人参果，经常吃的肚子圆圆的。沙和尚一路上挑担子，忠厚
老实。最终他们师徒四人克服艰难险阻来到了西天取得了真
经。

从《西游记》中，我明白了做什么事都不可以半途而废，如
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放弃，那什么事都办不成。人生一定要



有理想和信念，并有实现梦想而付诸实践的勇气和毅力，如
果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遇到困难就放弃，半途而废，是取不
成真经的。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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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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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写读后感700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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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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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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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我国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所著作品，是一
部充满了浪漫主义神话色彩的神魔小说，今天的一读使我受
益匪浅。

《西游记》一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历尽艰险、排
除万难，最后到达西天成功取经的故事。读《西游记》一书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他不仅会七十二
变还会火眼金睛通过一眼便能辨别是人是妖。所以孙悟空善
于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成功到达西
天取经亦不是孙悟空一人之功劳，若没有猪八戒、沙僧及其
师傅唐僧等人的一同坚持努力光凭孙悟空一己之力是不可能
成功的。正如古语有云：“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使我深刻明白了：人生道路漫长总会遇到艰
难困苦，仅凭一人之力难以突破的难关，每当这时便需要我
们与身边朋友一同克服、共同前进去攻克、战胜它，进而取
得成功!



那年学校运动会中拔河这一比赛项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我们班男女齐上，全都拿出九牛二虎之力与对手僵持
了起来不相上下，最终我们班因为一个大意最终在第一场比
赛上输了。下场休息时，我们班同学连连叹气，就在这时班
主任走了过来安慰我们道：“上一轮我们虽然输了，但是同
学们千万不要灰心，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比赛呢，只要尽自
己的努力我们就一定会成功的!”老师的一番话语令我们顿时
如拨开云雾般再次燃起了斗志。接着老师又给我们做出了调
整后，同学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全身都蓄满了力气。
只等裁判一声令下，紧张又激烈的拔河比赛又开始了，同学
们不由而同的身体重心向后倾，一同喊着口号：“一二、一
二、一二......”再用尽全身力气奋力一拔最终我们赢得了
第二局的胜利。于是趁着这股热劲，我们又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同学们高兴极了纷纷欢呼了起来，
老师望着这一幕也露出了笑容......

读《西游记》一书我深刻的体会到了通往成功之路荆棘丛生，
正需要我们同书中的唐僧师徒四人一般齐心协力，不顾前路
有多艰难与险阻，只要做到迎难而上，坚持不懈，那么成功
的彼岸便离我们不远!

读西游记写读后感篇五

如果让你写一篇西游记读后感，你知道怎么写吗？《西游记》
除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外，还包含了许多道理和启示，比如唐
僧盲目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有时还不听孙悟空的好心劝告，
掉入妖怪的手中。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西游记写读后
感3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星期天，我做完了作业，便在书柜里找书看，不经意间看到
了那本角落里的、落了些许灰尘的书——《西游记》。还是
三四年级看过的呢，后来就一直放在这儿，位置一直没有变。
我一边想着，一边抽出了那本书，拍拍上面的灰，然后翻到



目录，选感兴趣的章节看了起来。

一边看，我一边回想，还记得幼儿园时，看过《西游记》的
动画片，那是我年幼无知，想法也很简单。听妈妈说，那时
她问我，看了这个动画片，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说，
觉得妖精很可恶，连人肉都吃。

三、四年级时，语文老师让看《西游记》，说这本书很好，
有助于我们学习语文，我便去书店买了这本书，带着好奇，
我翻开了这本书，这可是四大名著之一啊!还依稀记得当时，
妈妈笑着对我说：“你看完《西游记》，有什么感受啊?觉得
书好还是动画片好呢?”我想都没想就说：“最大感受就是他
们师徒四人中，孙悟空最厉害，每次都能带着大家逃离危险，
猪八戒最懒，如果要我形容，就是好吃懒做。书比动画片好
看一些，因为书中讲的内容丰富一点、生动一点。”现在想
起来，那是只看到表面，却没有真正走进书中。

现在，当我再次捧起这本书，思绪万千。

我觉得书中的每个人物都值得我学习。孙悟空本领高强、正
直勇敢，对师傅也十分忠诚，我要向他学习，不能害怕危险;
唐僧坚持不懈，意志坚定，我要向他学习，不能放弃;猪八戒
虽有些懒，可为人十分忠厚老实，我要向他学习，诚实守信;
沙僧话虽不多，但却吃苦耐劳，不喊一声“累”，我要向他
学习，肯吃苦，不怕累，更加勤奋。

我想到了我自身的例子，不知从哪天开始，我原本端正的握
笔姿势变得又难看又别扭，爸爸妈妈发现后，都让我立刻改
正，可我却总是克服不了困难，长时间下去，就更难改了，
每当爸爸妈妈提起，我总是说：“太难改了，我改不掉。”
现在想起来，我感到十分惭愧，和唐僧师徒比起来，我这点
小困难根本算不上什么。如果唐僧师徒像我这样，他们都不
知死过多少次了。可我，却......我难道连这么小的困难都
克服不了吗?我怎么可以遇到怎么小的困难就放弃呢?真是太



不应该了!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努力改掉握笔姿势。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西游记》就是这样的一本
书吧!

《西游记》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
栩栩如生，写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
师傅的安危他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
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
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
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
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从小到大，我读过无数次《西游记》，小时候读《西游记》
纯粹是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光阴飞逝我慢慢长大，但是
西游记并不会因为我的年龄增长而被我厌倦，我还是那么的
爱看。当然，长大后，我就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为
就有了一些看法。我对其中的各个角色的性格和曲折有趣情
节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真正品读整本书，却是近段时间的
事情。因为我曾经认为，看电视剧多好啊，既简单易懂，又
有充分的视觉和听觉享受，何必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去钻那些
自己不懂得文字。现在看来，我当时是大错特错了，一样的
故事，一样的人物，书中比电视剧更精彩更扣人心弦，让人
恍若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全然忘记
了身外的世界。

《西游记》是经久不衰的大作，它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上神
话小说的巅峰，不愧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

四大名著中我最喜欢的是吴成恩老先生的超级力作《西游
记》。之所以这么说它不光有光辉灿烂的巨大文学价值和现
在作者难以比及的想象力，再一则就是据我看来它还是一部
我国以至于世界的最早期的科学幻想小说。那真不知道要比
科幻小说之王如乐法尔纳的作品早多少年，精彩多少倍。书



中虽说没有天外来客和星际战士的描写，但是从书中不难看
出吴成恩老先生的远见卓识，他笔下的巨著是一本真真正正
能预言之后千年的宏大集本。并非我空穴来风哗众取宠，他
的科幻意识确确实实已经达到当时的至高境界。

举例说明书中的仙妖几乎都能上天入地，然而我们现在早已
经掌握了这种本领，上天我们有火箭，航天飞机，月亮上都
留有我们的足迹，火星都到达过;入地我们有钻机，哪怕岩层
都给你钻通唠。

吴老先生说天上法力无边的众神都能呼风唤雨。然而我们现
在能够可以大范围的人工降雨。

唐僧的三个徒弟都能腾云驾雾。然而我们现在有滑翔机、动
力伞，也绝对可以象他们一样心随意想遨游于天空。

还有就是男一号齐天大圣掌握一种神功，他的一个跟头就能
神速飞跃十万八千里，眨眼即到。然而现在我们有飞机。身
在北京无论要去西北边疆还是海南大地，甚至于纽约、哥本
哈根，也最多超不过一天就很快到达。可想而知那要是吴老
先生安步当车、最多也就是以马代步的时代，那是几个月甚
至于几年的路程啊!!!

书中的悟空可以变成茶叶进到铁扇公主的肚里面去，在她的
肠道脾胃潇洒走一回，看清里面结构组成，并且还不忘在里
面上演大闹天空续集之翻肠倒胃。而我们现在高超的医疗器
械，有胃镜仪、肠镜器，甚至有像药丸似的医疗仪器，实际
就是一个微型摄影机，病者吞服下之后，消化系统哪处有病
变都能清清楚楚准却地看得真真切切。

美猴王可以变成小苍蝇、蚊子，进入妖怪的洞穴老巢偷听他
们的对话。然而我们现在有窃听器。甚至于更传奇巧合的是，
也有苍蝇窃听器，飞入敌人内部办公室或其它缜密机构进行
跟踪监听和偷拍。



还有就是孙行者能够下海深入海底龙宫。然而我们有潜水艇，
，像鱼儿一样海底美景我们也能大开眼界地尽览无余。而且
还不用担心被海里别的猛兽袭击。

孙大圣有一双顺风耳。然而我们现在有电话、手机，比他还
先进的是还不用风，哪怕你在天涯海角甚至是别的星球，我
们都能保证好似近在眼前的无障碍对话。甚至还有可视电话，
舒服地看着清晰的图象，面对面真切地倾诉衷肠，惬意的甜
言蜜语。

孙悟空有一双千里眼。我们现在有望远镜、雷达、哈佛太空
望远镜，那真是千里之外，甚至烟波浩渺的太空看得都是清
清楚楚。

书中描写孙猴儿有一双火眼金睛。哪怕妖怪你多会伪装，再
有千般变化，在如照妖镜般的火眼金睛之下也会真相大白原
形毕露。然而我们现在的医学领域有透视仪、x光机，甚至还
有ct设备和核磁共振系统，就即便你病变在隐秘、在它们之
下也被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它们不光在医学，比如海关部门
为了查验集装箱之内的违禁物品以及超市为了防盗都引用了
类似相关的仪器设备。

唐三藏的大徒弟从身上拔根毫毛就能变成一模一样的自
己。()而我们现在有克隆技术，克隆之后和其本身一般无二。

书中还有瞌睡虫地描写，吴老先生赋予它一种特意功能，只
要这种小虫儿落在谁的身上谁就会很快入睡。然而我们现在
有安眠药，服下之后瞬时就会进入梦乡。

书中的沙僧沙和尚能够随意畅行水面，而我们现在有轮船、
气垫船、冲锋舟甚至摩托快艇，要舒适有舒适，要速度有速
度。在水上驾轻就熟可以随心所欲。

西游记中说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除了他致命的武器之外还善



吐三昧真火，非常之厉害。然而早已有了火焰喷射器。它的
威力我想比三昧真火更大，它的突出表现就是二战期间美日
硫磺岛之战，美军对付山洞之中赋予顽抗的日军就是用的火
焰喷射器，因为别的武器他们都不怕，只有这种军械最实用，
在伤亡惨重惨烈的情形之下日本兵才无奈地束手投降。

书中说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然而现在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无论你在哪，某个角落，甚至出国也逃
不出发法律的制裁。因为我们现在有完善的行侦机构，有国
际刑警。快捷的传真方式，迅速的通讯手段，更主要的是有
全球互联网覆盖。哪怕你三头六臂也逃不出正义的审判。

当然里面丰富富余想象的科幻情节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
一列举。这是一本脍炙人口老少皆宜的极好作品，我希望我
们都应该开卷有意，拿来好好读读，感受其名著的伟大震撼
力。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经久不息的旋律伴随着许
多人的成长。《西游记》一到暑假大多数电视台都在播，谁
没看过?看的多了也就释然了，据说每年全世界轮播400多遍
呢!看电视不过瘾还是看书吧。我翻了翻老爸的书柜，有本书
落满了灰尘，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将其摸了下来。真是
《西游记》啊!灰蓝色的封面，大气的楷字“西游记，吴承
恩”，书的旁边是用白线扎的，书页微微卷起，颇有原著之
感。于是我带着强烈的好奇翻开了第一面。

一个月，这本老版《西游记》在我床头伴了我一个月，整本
书看起来内容大相径庭，就是文体上稍有出入。共一百回，
六十余万字。分回标目每一回目以整齐对偶表现。例
如：“三打白骨精”到了书上摇身一变为“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合辙押韵。全书分三个部分，一至七回介
绍孙悟空神通广大，八至十二回叙述三藏取经缘由，十三至
一百回是全书故事主体。吴承恩，《淮安府志》载他“性敏
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可他看不惯官场黑



暗，愤而辞官，贫老以终。他笔下的孙悟空机智、勇猛，猪
八戒诙谐幽默，沙僧忠厚老实，文学色彩极为浓厚，书上的
想象空间更大，你会感觉你仿佛就是旁观者，犹有进入神秘
世界的觉悟和快感。

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吴承恩笔下塑造人物活灵活现，现在网络
上最红的就是沙师弟了：“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去了
的……”云云。善于发现的人不只是发现这些而是更多，能
体会到吴承恩的写作目的，从背景中也能透露出当时的现实
状况：明朝中期，经济虽然繁荣，可政治却日益败坏，百姓
生活困苦。而正是这样的状况，吴承恩才在民间传说和话本、
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
为之骄傲的伟大巨著。

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一个高尚的人谈话，而我又能充分理解
他的心情，一本书成为经典的前提是能写出别人没写过、不
敢写、新奇的题材，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西游记》是四大
名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