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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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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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篇一

谈到《西游记》，大多数人都会先想到有着通天本领、敢大
闹天空的孙悟空，继而是身体强壮、长相可爱的八戒，最后
是只会做好人、深知佛理的唐僧。几乎是没有人会感觉到他
的存在——沙和尚悟净。

其实，我曾经也是不太在意他的，谁让导演总是将在前线杀
敌的机会都给了悟空和八戒，而悟净却永远只有喊“救命”
的份呢!荧幕上的他就是个懦弱的人。

可今年暑假，我突然心血来潮地翻出名著《西游记》，准备
看看原汁原味的西行究竟是怎样的，沙僧是否真的如此没有
存在感。

终于，悟净的形象开始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

他勤劳。西行奔波的路上，他永远是尾随其后。因肩上重重
的行李走得有些慢，却从未停止过。他从不会像大师兄那样
乱用法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也绝不会像二师兄那样动不
动就喊苦，耍小聪明。他的抱怨声从未存在过，真实存在的
只有他一次又一次踩过青草，踏过沙砾，碾过冰雪的脚步声。

悟空好比是一匹能日行千里的良驹，世人无不惜无不爱，八
戒就像体型硕大的黄牛，也能帮你干许多重活粗活。而沙僧
则是沙漠里的一头骆驼，他没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却可以穿
越千里马望而生畏的沙漠;他没有黄牛的力气，但黄牛总是吃



了睡，睡足了再干。而骆驼却即使几天滴水未进，仍可以踏
着稳健的步伐，驮着货物，顶着骄阳穿过沙漠。

他是重情重义的，面对大师兄的怄气离开，他虽明白西行的
路上亦会更危险，更艰难，可他从未说过放弃，也从未放下
过肩上的担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他只是忠诚的守候
在一旁，不离不弃。即使是面对师傅被妖怪抓了去，大师兄
在一旁无计可施，二师兄说着丧气话收拾行李打算回高老庄
的场景，他也绝不会气馁，而是尽自己的努力营救师傅，哪
怕粉身碎骨。

生活中像悟净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不哗众取宠，只是本本
分分地做着那个最真实、也是最应当做的自己。

生命，需要彻悟一份清静。

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篇二

《西游记》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名著，书中那些精彩生动，
惊险刺激的情节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孙悟空出世以及孙悟空护送唐
僧前往西天取经这两个重要故事，整整有一百回这么多。虽
然文字很多，篇幅大，但一点也不会枯燥，什么“大闹天宫、
三借芭蕉扇、三打白骨精”，真是趣味极了，那一个个死板
的汉字仿佛有了生命似的，带你感受书中的趣味。

在一百回中，我最喜欢的便是“三打白骨精”了。当我看到
狡猾的白骨精变为提着饭菜的农家姑娘前来诱骗唐僧师徒时，
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得提了起来，真为他们的命运揪心，幸好
孙悟空有火眼金睛，一棒打死妖怪，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
在这一个情节当中，我仿佛身临其境，也是孙悟空他们的一
员了，当我将整本书看完时，我就如同与唐僧师徒共患难，



一齐闯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
感觉啊!

看完了整本书，我合上书本，闭上眼睛细细地回顾第一处精
彩的情节，同时也了解了人物不一样的性格特点。比如机智
勇敢、嫉恶如仇的孙悟空，喜欢耍不聪明的猪八戒，任劳任
怨、默默奉献的沙僧等，其中有好多可贵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虽然我没有真正读透这本书，但我却从中明白一个道理：做
一件事想成功，就要持之以恒，不怕困难，才能成功!

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篇三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西游记》是一部讲述唐三藏、猪八
戒、沙和尚和大家最熟悉的孙悟空去西天取经的神魔小说，
虽说路途中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猪八戒、沙和尚、孙悟空
是假，可这唐玄最可是确有其人，去西方取经也是确有其事：
在近1420_年前，这位中国僧人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
时20_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之旅。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
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并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游历新
疆、中亚、印度一带的真实故事，别具魅力。

提起一本书，就不得不提起那本书的作者，能写出一本脍炙
人口的书，作者就一定也非常优秀，就像《西游记》的作者
吴承恩一样：吴承恩(约1500～1582),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明代小说家。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

吴承恩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后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自幼
敏慧，又好学习，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到督学使者的赞扬，
以文名著于乡里。他好奇闻，阅读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
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
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他《西游记》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西游记》的内容不仅很优秀，而且内容也是中国古典小说
中最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佛、
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上场，才演绎了这部经久不衰的传世著作
《西游记》。

读完这个故事，我突然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实现一个
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途中定会
遇到一些困难，只有顽强的战胜困难，客服挫折，才能实现
美好的理想达到目标，完成伟大的事业。

你也来读读吧!说不定可以懂得更多的道理呢!

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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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宏着怎一
个“梦”解决呢?不错，《西游记》它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
思想内容等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在这儿，我只从弗洛伊
德的“梦”论入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解析《西游记》。

为了能使《西游记》的创作与梦联系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立初期，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文学
素养，他选择了与“语言”有密切联系的“谈疗法”来救治
他的精神病人。在他看来，精神病人被封闭压抑了的内心障
碍，可以经由语言交谈而得以宣泄或净化。可见，精神分析
学说在初期阶段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重视，考察病人的语言反应到对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的语误，笔误，读误的心里分析，在向前跨出一步，就与作
家的文学创作现象联系到一起了。这种联系实际上在标志着
精神分析学说诞生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已显出端倪。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方法推衍至文学创作上来的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将作家与精神病患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一联系的桥
梁就是“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写作也是在做梦，只不
过是在非睡梦状态下作梦，因而他的作品也是他内心无意识
本能的变形显现，欲望的替代满足。我们往往会说自己作的
梦是混乱，荒谬的，完全是一种变了形的东西。

西游记三十回读后感篇五

暑假里，我读了《西游记》这本书，深有感触。文中的情节
和师徒四人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游记》里介绍了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
降妖除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真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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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戒好吃懒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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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

但我最喜欢孙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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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雄。而且
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叛逆心理，他还敢于好强大势力做斗争。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团结，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再
想想自己有时候做事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
当初为何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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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只



要尽力去做了，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

《西游记》这本书让我懂得了做事不要半途而废，虎头蛇尾。
它让我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让我了解到了团结的重要性。唐
僧师徒教会我们只有讲团结，做事不半途而废，才能获得成
功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