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读后感(模板9篇)
诚信是商业交流中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增强企业的声誉和品
牌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践行诚信，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通过学习这些诚信总结范文，我们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更好地践行诚信，建立良好的道德风尚。

目送读后感篇一

龙应台的文字“横眉冷对千夫指“时，寒气逼人，如刀光剑
影，“俯首甘为儒子牛”时，却温柔婉转，仿佛微风吹过麦
田，从纯真喜悦的《孩子，你慢慢来》到坦率近乎痛楚的
《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的写作境界逐渐转往人生的深沉。

《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
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
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
照山壁，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遂，忧伤美丽，花枝春满，
悲欣交集。扉页上赫然印着“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
们”，小小的字体在一页书上居在正中占位并不大，她并没
有标榜自己的亲情，她只是用掠过心灵的笔触让我们忆起内
心深处的情愫，让你不得不正视这威严而又柔软的感情，于
是我们小心翼翼的略带忧伤地开始这漫漫旅程，与龙应台一
道体会这人生的悲欢离合。

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挂，
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
和他的缘份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渐远行。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你
的心会不会剧烈的颤抖一下？她说的是如此心酸与无奈，步



入中年，拥有年轻时向往的一切，名利，地位，资本，但是
父亲远去，母亲老去，儿女们挣脱了自己的保护远行，朋友
散去，她无力一一挽留，唯有任凭他们渐渐远行，默默“目
送”，这书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照出了我们生活
中忽略的最珍贵的事物。

孩子告别母亲，母亲目送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站在斑驳
小路的这一端，眼里的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她不忍心，
但只能放手，因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
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龙应台最犀利的一支笔，
也有最柔软的时刻。

随着孩子的长大，她却更加忧伤。她抛开博士高官的美丽光
环，毅然离开重归学者作家的生活，仅仅因为她想：“会不
会你嬴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事业的成功和
虚浮的掌声在繁华落尽时也许留下的不过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一份遗憾，并不是每个人都象她这样清楚地获知生命的本象。

终于，我们会长大，总会面临这些亲人的逝去，似乎我们终
究会成为历史，爱我们的人似乎也是昙花一现，岁月的风啊，
我祈求你慢慢带走如烟的往事，却永远吹不走心上的回忆，
因为回忆是座城，圈住所有的爱恨，有回忆就有爱，我们这
一生的意义，爱是全部，这世上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人
生还有什么缺憾呢？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珍惜。20xx年，龙应台
的父亲逝世，在他去世前，五十多岁的龙应台，从未经历过
任何至亲的死亡，她自己也曾说过：“如果在我原来的家族，
可能十岁就遇到过祖父的过世，十三岁祖母过世，还会有叔
公之类的人际变化，可是我到了五十岁，才上别人十几岁就
上过的人生课程，我父亲的过世，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
大事件。”

而之后母亲的失忆，孩子的独立，友人的悲伤，同学的时过
境迁也是龙应台不断经历和人生事件。她发现自己不会煮饭，
不知道蔬菜的价格，直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发现了



自己这方面的低能，也正因为慢慢经历了这么多，她才开始
咀嚼和消化人生不可逃脱的生老病死，学会了自己独立，感叹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三千流水流不尽，三千落花终须别。”目送和离别即便是
痛苦的无奈的，但是如若没有离别，我们又怎么学会珍惜身
边的人呢？人生路上不能事事如意，但是每当目送过后，我
们应摒弃心中的着恋，并送上最为诚挚的祝福，虽然我们把
永不放弃时常挂在嘴边，但事实上有时放弃才是一种更大的
温情，才是人生路上的延续。

再多的遗憾都只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
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与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目送读后感篇二

龙应台说，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消失在小路转弯的
地方，并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亲人仅有一次缘分，无论爱与不爱，下辈子都不会再见。有
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而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而所谓
父母子女一场，只可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世不断
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要学会放手。

选择﹒不回头

龙应台说，选择，就像过了河的“卒”，或动或静，都不能
回头。

人生如戏，却又有别于戏。冯小刚说，人生远比艺术来的深
刻。我想，也许是源于生活的真实和不可重来。他没有预演
的机会，不管你如何怯场，都得演到曲终人散，因为选择了
便不能回头。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暴风雨，不去想未来是
平坦还是泥泞。



渐老﹒别吝啬

龙应台说，“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而生命败坏
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

哪一天，当父母一再重复唠叨，说着同样的事情，请不要打
断他们，听他们说，在你小时候，也许他们必须一遍又一遍
地读着相同的故事，直到你静静地睡着。

有一天，你终会发现，即使父母有许多过错，却总想给你最
好的；有一天，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你的头发也会在阳光
下闪烁银光。当那天到来时，我们会不会想念他们呢？所以
请不要吝啬你的爱，像他们待你一样待他们可好？哪一天，
当他们的腿不听使唤的时候，请扶一把，像当初他们扶着你
踏出人生的第一步。

相信﹒不相信

龙应台说，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之后一件一件变成
不相信；二十岁之前相信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日也还相
信。

其实啊，相信与不相信又有什么呢？人生要学会边走边忘。
拿得起是本事，放得下是智慧。舍看起来是给人的，实际是
给自我。人生路上，应试着边走边看，边走边忘。

最终，有些相信变成了不相信，有些不相信的倒也信起来。
也许这些改变来自于挫折，毕竟，人生路上不尽是歌舞升平。

《目送》不仅仅写小一辈的故事，也写老一辈的故事。龙应
台说，我掠开了雨湿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期望
记得这最终一次目送。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
子女一场，只可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



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额地方，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

一代又一代人，从最初的彼此依偎取暖到“我居北海君南海，
寄雁传书谢不能”的愁怨与无奈要经历的太多太多。孩子慢
慢长大有了自我的思想，他会在自我选择的那条路上义无反
顾地走下去，他一路披荆斩棘，独自抵抗风雨。而老一辈人
能做的，只是站在路的起点，目送孩子的背影。因为那是他
自我选择的路，无论多泥泞多坎坷，也没有人能够替他到达
终点。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目送读后感篇三

有人说《目送》是一本经典且极富情感的好书，在我仔细认
真阅读之后，证实了这一句话，看到这本书时它并不起眼，
它不像别的书一样有出彩的封面，但当我进入书中时，真正
的被龙应台的情感世界给打动。

读《目送》最吸引我的，也是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其中的一句话
“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
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景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
必追。”是啊，我们终将会长大，会有自己的家庭，父母也
终究会老去，现在父母看着我们的背景，将来我们也会注视
着父母的背影，回忆着父母的背影，每一个背影都会有一段
目送，却不是每一个背影都有归期，趁着父母还未老，不要
吝啬自己的爱，多陪陪最亲的人，多做一些当前最美好的事，
在目送上头离别的路上，尽量的，让这场目送更舒心一点。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的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
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
旁。”这是作者父亲用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为了顾



全“我”的情面，没将车停在校门口，读了这一段，我内心
之间突然有一种感悟，天底下的父母们，无论富贵贫贱都是
深爱自已的儿女们的，有时你们或许会争执，会因矛盾而不
和，放下你的脾气与固执，读后感·因为无论对错，父母的
出发点都是为了你好，不要因为你的一丝顽固去伤害一个爱
你的人。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读到这句话时，我停顿了，因
为太真实了，读了这句话让我想起最近看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
“生活细致入微的走开”。刚升上高中时遇见初中同学，想
像初中一样聊个热火朝天，却发现已经不能了，因为大家在
不同的环境中，在那些生活学习上的细致早已不像从前那样
相同熟悉，同学可以陪你走人生短暂的一程，朋友可以陪你
走人生的一段，父母能陪你走人生的一半，兄弟姐妹可以陪
你走人生的一大半，在人生的路途中，身边的人有的成了过
客，有的忙于自已的生活，所以总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读完《目送》，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在作者细腻的情感世界
中我找到了共鸣，一本好书，会给你一次痛彻的领悟。

目送读后感篇四

“目送”两字一入眼帘，便觉得有一条长长的路在眼前展开，
过往那些回忆，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这是一篇关于爱的散
文，有着作者对父亲离逝的不舍，对母亲老去的无奈，对儿
子成长的欣慰，对兄弟携手共行的感悟以及对朋友牵挂的感
动。面对成功与失败、坚强与脆弱，用一颗灵敏的心，用一
支灵动的笔，缠缠绵绵，娓娓道来。读过此书使人心里泛起
淡淡的忧伤，但又充满了对生活浓浓的爱意。

我从小爸妈在外，跟着爷爷，他既有爸爸的阳刚，又有妈妈
的温柔，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后来我长大了，他也老了，
什么心脏病，肺心病都伴随着他，让他只能卧床休息。再接
着，我出来工作了，他重病在床，直到最后也没见上一面。



那时我多想说，让时光倒流吧。

我们要珍惜父母健在的日子，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何等的感慨，又是
何等的伤感。珍惜身边的人，茫茫人海，有幸相遇，或为亲
人，或为朋友，或为同事，是何等的缘分。阅读了《目送》，
让我懂得生活既充满阳光，也有雨雪风霜。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坚强、勇敢地面对一切，过好生命
的每一天。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语：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目送读后感篇五

《目送》的封面是大块大块深深浅浅的绿，这是大自然的颜
色。时间在流逝，物是人非，只有足下这片土地没有
变。“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
有，一次都没有。”

再细读时，心猛然一震，继而涌出一股伤感的情感，仿佛看
到了那个用怯怯眼光追随妈妈的小小华安和以后头也不回决
绝又干脆地离去的背影。维系他们唯一的纽带也就只剩那薄
弱但坚固的亲情了。我们一直在离别，但无数次的目送，留
给我们无尽的心酸。这一生这么长，又这么短。这条路上来
往过客无数，行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有父母，曾经陪伴但
从未离场，他们陪你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帮扶和关爱你。

在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时间是个刽子手，颠倒灵魂的白
与空。而我们的父母会越走越慢，最后渐渐的走不动，需要
你停下来，转过身搀扶他们。我们会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
责任，自己也逐渐成为父母，对于儿女而言，我们是港湾，
但于我们本身而言，港湾永远是自己的父母。

稚子远游，身在异乡。一杯清酒，三生如豆。每每思及此，
都觉怅然，而《目送》这本书，截取的是生活中每一个都会



经历的片段。我们以后会逐渐体会到“所谓父（母）子一场，
就是目送他在你面前渐行渐远，而他没有回头。”曾经在操
场上挥酒热血的少年啊，大抵以后都会变成为人父、为人母
的角色。愿我们还身怀这其中的感动，度过以后还很长很漫
长的日子。

目送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在家里读完了《目送》这本书，感觉对我的写作文
有很大的帮助，目送 读后感。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他讲的是龙应台目送她的孩
子——华安小学到大学，然后作者的父亲住院还有火
葬。“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
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段文字让我得到了感悟：当大家长大了的时候，家长们应
该学会放手，让我们自己闯出一片新空间，而不能扼杀在对
孩子的溺爱的摇篮里，读后感《目送 读后感》。和她父亲的
去世，在火葬场最后一次目送他——父亲的时候，明摆她和
他的缘分也就终止了。

原来，龙应台的“落寞”与儿子、父亲有关。儿子逐渐得长
大，离“我”愈来愈远，机场龙应台目送儿子的背影一寸一
寸地往前挪，直到消失。儿子都不愿意回头看 “我”一眼，
感到非常失落。当龙应台大学教授的那一天，父亲开车
送“我”，但是父亲并没有把“我”送到大学的大门口，而
停在侧门的巷边，因为他认为，这种廉价的小货车不是送大
学教授的的车子。父亲生病住院，“我”每个礼拜都去看父
亲。有一次，龙应台帮父亲清理排泄物，结果让自己的裙子
也沾上了粪便。父亲对 “我”对我的爱和“我”对父亲的愧
歉都告诉了“我”：不必追。



最让人感动的是最后一篇文章《魂归》，它说了龙应台的父
亲死了，村民们说，根据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
母，但是，但是作者——龙应台和她的母亲却说：“最后一
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
劳。” 这一天清晨，“父亲”上山了，当司仪长长地
唱“拜——”时，他深深跪下，眼泪决提。读到这里时，我
不禁发现，全国各地的人们，对自己的长辈都是无比的孝顺，
因为，没有了他们，就等于没有了他们自己。这也是都长辈
的一种尊敬。

虽然我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读透这本书，但，它却深深的留在
了我的心里，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

目送读后感篇七

印象中龙应台的作品都是词锋犀利，寒气逼人，直到读了她
的散文集《目送》，那温婉深沉的文字，让心有了一些温暖，
也有了一点伤感。

在《目送》的七十多篇散文中，她敞开心扉，满纸温情，细
腻地书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远离、朋友的牵挂、
兄弟的携手、自己的脆弱，还有无奈的放手等诸多心境。书
中的情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却常常会忽略的小事儿，看似平
淡如水，微不足道，读后感受到的却是深刻的思想和厚重的
情感：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书中有许多篇幅是讲作者与母亲的，她那年迈患了老年痴呆
症的母亲像个小孩。她牵着惶恐不安母亲的手，走在川流不
息的香港车站，带她回家。她提前24小时和母亲道别，给皱
纹密布的母亲涂粉红的指甲油和润润的口红。她哄着她，就
像当年母亲哄着儿时的她一样，耐心、细致。还有她写自己
的父亲背井离乡隔海相望的离愁，漂泊一生遥念故土的游子
之情，让人想起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最喜欢开篇的《目送》一文，写的是她作为母亲和女儿两个
角色的感受。作为母亲的她，在儿子从小学、中学，十六岁
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直到现在二十一岁就读于她教课的大
学期间，她一次次目送孩子的背影离去，一次次目送他成长。
而作为女儿的她，追忆自己成长岁月中，与父亲一次次别离，
总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在殡仪馆的炉
门前，深深地凝望，希望记住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作者写父亲时，父亲已经走了;写母亲时，母亲已认不得自
己;写孩子时，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背影。于是她说：“人生走
到这样的年龄阶段，是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不会忘记书中的那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
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
诉你：不必追。”这样的感悟，既有遗憾，又有坚定，让我
们也为之动情。

想到自己从前每一次的离家，即使知道身后那一直注视的目
光，却都没有回头一看，现在情节重演，才能明白为人父母
心中的那份失落与欣慰。孩子长大了，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的视线，父母日渐老去，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世界。生命
就是一场爱的接力，我们目送自己的孩子，同时自己也被父
母目送，每个人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体会最复杂的人生
情感。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
走，带着爱和释怀，用现在的努力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

这是一本好书，感谢作者，为读者带来一份亲情的感动。

目送读后感篇八

把第三章读完，在这一章里看到了一个词“父亲”。恰好今
天又是父亲节，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父亲吧！父子父女关系



的不同，大家对父爱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吧！

父亲给予的很多都在记忆的深处。高大的背影，发脾气前愠
怒的眼神，豁达的性格和细腻的表情。都说父爱像山，可我
觉得更像山上蜿蜒的路。在山一样厚重的外表下，掩藏了多
少细腻的付出。也许你并不会发现他都为你做了些什么？却
在某一天离开他时，就会觉得少了很多，到底少了多少呢？
现在终于明白其实是少了整片天空！

如果有那么一天，当你觉得父亲的眼神不再那么严厉，背影
也不再那么伟岸时。我想说，你是多么的幸运！因为在他开
始变“小”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你们还在一起。你还有
机会疼他就像小时候他疼你一样。你还有机会陪他就像他小
时候陪你一样。我想说，真的很感恩，我很幸运！

那一首时间都去哪了！唱出了多少人对“家”的回忆！

人生匆匆，忽然而已！

目送读后感篇九

《目送》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文章，是2008年《亚洲周刊》
评出的中文十本好书之一，曾在凤凰中文台朗读。说的是一
个母亲从送孩子上学开始，都是目送着孩子的小身影直到看
不见；对孩子该放手时不忍放手、可又不得不放手的目送；
以及对年老的父母，最终也只能目送他们离开，不能追，也
追不上的一代代之间的轮回感受。儿子的长大、疏远，父母
的老去、离开，她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目送......咳，读来
淡淡的辛酸。

我收藏了这篇文章，介绍给女儿看......

不料女儿看到一半时，突然说：这不就是你么？你以前不总
是这样目送着我们去上学么！



相信她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当年我送她们上小学的情景！真
的就是龙应台在文章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

但是孩子的视角就不同了，她直接说这就是我了！可见当时
母亲那殷切的目光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是的，那就是我！是天下所有的母亲！

现在女儿也长大了，正是龙应台儿子出国时的年龄，她在文
中说：儿子过安检的时候她以为会回头望她一眼，可是却没
有。

我问女儿：你也会象她儿子那样头也不回吗？

不会！女儿毫不犹豫地说。

其实她们姐妹也曾这样做过，一起出行，她们戴着耳机，沉
浸在疯狂的音乐里，把我们二位甩在老后头......

关着房门，听着音乐，我敲了多次门也敲不开……

她们不也是不理睬我们吗？

其实，龙应台的儿子未必是冷漠，不想回头看妈妈，也许是
害怕看到妈妈不舍而难过的神情，也许他在那头也强忍着泪
水？无情似有情呢！

现在，女儿至少还记得母亲的眼神，至少毫不犹豫地说不会
不回头！也至少回到家来还会唧唧喳喳地对我说着学校的事
情，这就够了！虽然以前从没从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
们在努力填着代沟......刚才女儿拿了钱出去了，说她去买
菜，回来与我一起做......呵呵！至少目前还是值得欣慰的！

而我们自己，不也是在父母的目送下，远走他乡吗？在以前
只能通信的年代，他们对孩子的目送，都写在了纸上，几十



年后，我们不也正是与龙应台一样，又无奈地目送着父亲母
亲的离去吗？真是追不上啊！

永远也忘不了父母亲离世前对我们那恋恋不舍的眼神，那种
对生的渴望，那种对儿女尚未用完的爱，深深地镌刻在了脑
海中......到了这时，才后悔着：怎么一不留神，老人就走
了呢！之前忙于工作和孩子，似乎没考虑到老人们对我们的
牵挂，但是老妈妈的眼睛穿过电话线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而
我，却又在关注着自己的孩子！到了若干年后，这些孩子一
个不留神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