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目送读后感(精选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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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龙应台的文章——《目送》，读完之后，我深
有感触。

本文主要说“我”送儿子上学，希望他能回一次头，看
看“我”，对“我”说一声再见。可是，十几年他都没有回
一次头，只有“我”在目送，渴求有一次回头。多年后，儿
子上大学了，“我”在窗子边看着他，只是看一个高瘦的背
影对“我”说不用追。

是的，天下所有的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他们永远对孩子充
满关心和爱护。就像龙应台看着儿子转过街才放心，就像母
亲不放心我第一天骑自行车上学，她一直跟着我到教室门口。
后来，她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就搬到离学校比较近的房子去
住，虽然这个房子又小又旧，但是里面充满了妈妈对我无限
的关爱。

母爱如春风，如目送的深沉，有孩子的天真，有一颗最热忱
的心，滋润着我！

目送读后感篇二

《目送》与我跨越了十年，十年前的阅读和十年后的阅读总
有许多不同的体会与感悟，一本好的书是能陪伴你走过不同
的人生旅途，你能在不同的时期从书的身上获取不同的力量，



鼓励你继续勇敢地走下去探索未知的人生。

说起我和《目送》这本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大学那年，第
一次离开家的我满怀对家人的不舍，偶然间看到了目送这本
书，年少的我并不能理解这本书更加深刻的内涵，十年之后
有时间重新好好阅读这本书。

我最喜欢看龙先生与儿子相处那部分，一代代的我们是在先
生描写的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的我们不愿听从父
母教诲，年少轻狂。可是，岁月匆匆当我们有一天又变成孩
子们的父母，又在重复父辈对于我们的那一套理论。先生的
文字中透露出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思考，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
成长也是无奈中透着喜悦。

最让我动容的那部分就是先生写到自己的父母亲，写这本书
的时候，龙先生的母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失智老人，她的记
忆总在现实与回忆之中穿梭，停留在或是明媚的少女时光或
是儿女小时候的温馨陪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会浮
现出一位白发苍苍慈祥的老人用灰蒙蒙的双眼望着彼岸的美
好年华。或许先生就是幸福的原生家庭吧，好的原生家庭如
先生那样，一位情绪内敛有大智慧的父亲，一位温柔慈爱的
母亲，这样的家庭可以给予子女最大的底气去面对人生未知
的风雨。

先生还有对兄弟姊妹亲情那段描写，他的比喻让我印象深刻，
她说“兄弟姊妹就像一棵树上遥遥相望的树叶，即使不相见，
他们的根也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对亲情的思考独生子女的
我们分外羡慕，希望我们的子女能拥有这种手足亲情。

十年，我经历了许多，今天再看这本《目送》也让我有了许
多新的人生感悟，我最喜欢仍然是那句：“所谓父母子女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读后感篇三

她说：“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你目送着友人不经意
间从身侧淡去，目送着亲人模糊在远处的光影，命运和时间
推搡着所有人，你亦停不下步履匆匆。耳畔吹过的风抓不住，
手里紧握的沙留不了，你为人子，为人母，回首往事，不舍
与不得不舍荡起涟漪。

《目送》就是人间的轮回，酸甜苦辣都一一尝遍。我们读的
书，是龙应台的人生；龙应台的人生，是生活的映射。她的
文字似上好的茶，愈久愈醇，初读不懂，再览时才能明白当
中的含义。

就如同书上所说：《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病逝，
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同行，写失
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她写尽
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每一则散文都深邃而美丽，人生
百态在龙应台的笔下展现的淋漓，她不仅是目送亲人的背影，
也在将大到世事感悟小到街头市井的生活转用文字，一一铺
展开来。读之如同品赏水墨丹青，你定会感喟：“好一副醉
墨淋漓的妙手丹青！”

你目送着亲友走在路的那头，而你在路的这头，心里也如冰
雪般透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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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被岁月，被时光，被
经历推搡着向前走的途中，抵抗不得，挽留不得，那便要在
渐行渐远中回首微笑。

目送读后感篇四

多少书值得回味，多少情可以重来。人生是单行道，从起点
出发，只有一个终点，旧时光回不去，但却给我们留下了珍
贵的记忆。龙应台的《目送》引发了我诸多的感慨，没有过
多的华丽辞藻，《目送》只是一件件小事的堆砌，最终建成



了人生的大厦。

回首尽是繁华处，终是一人闯天下

露天场里热闹而又喧嚣，密密麻麻的一片人海，令人震撼。
蔡琴的歌声是一条柔软的丝带，拂过四五十岁的一代人的心，
今晚的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镁光灯闪烁，
提问声不断，然而在繁华下，蔡琴是一个孤独的人，正如她
所说，你们听了我的歌，却听不出我的故事。自丈夫杨昌德
的去世，蔡琴便只剩下一人。而此时的沈中山却躺在重症监
护室，城市中的灯火与他无关，掌声笑声，歌亦与他无关。
有时候人生不就是这样：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
能一个人闯。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从我们呱呱落地到
我们慢慢变老，我们都只是一个人。

理不清的人间事，剪不断的母子情

龙应台是一个外省人，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子，下面的
人可以攀着绳子跳出井来，父母孤注一掷地将全部希望寄托
在她身上，她从小便不被要求做家务事，但因为做了母亲，
她看食谱，做蛋糕，将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是爱让她改变。当孩子长大，她又变成了个不会烧菜做饭的
人，不懂得照顾自己，吃变质的食物，当安德烈教会她做牛
排时，她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海风
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升起，正如安德烈
的赤子之心，他所需要的是她的健康，而不是让她做给他吃。
母子情在书中散开，在我心中激起涟漪，因爱而成长，因爱
而懂得，因爱而美好。哪怕母子分隔多年，时光依旧难挡浓
浓的情感。

你忘记了世界，却忘不了我

母爱是当她老年痴呆，当她分不清左右，当她不知道你是谁，
但她依旧念叨着你的名字。与母亲打电话的龙应台，第一句



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对方总是回答：“雨儿？
我只有一个雨儿。”母亲忘记了全世界却依旧忘不了自己的
女儿，她与时代脱节不懂得洗温泉，她与记忆脱节记不清自
己的儿女，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默默记挂着你。母爱是年轻
时您送我一次次远行时朦胧的泪眼，感恩是您陪着我长大，
我陪着你，慢慢变老的行动。龙应台的故事洋溢着亲情的味
道，悄悄潜入你的心，让温暖绽放。

今朝有酒今朝醉，忘却昔时烽火连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
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正如金门的历史，
今日金门旅游兴起，可谁曾想过这片土地曾沾满了多少鲜血，
1958年的秋天，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在四十多天内承受了四
十七万枚炸弹从天而降。这里的孩子，注定没有在沙滩上嬉
戏的权利，这里的大人没有见过家乡的版图，每天生活在恐
慌之中。这样的金门，你还有要去旅游的欲望，或许当你踏
入金门的一片森林时，你不知道脚下踩着的是什么，是骸骨，
还是地雷。

读完了《目送》，我感受到最多的是情，也感受到了龙应台
对政治与历史的缅怀，一篇篇小故事被娓娓道来，一份份小
感动充盈着我的心，在《目送》中，我找到了黄金屋，也找
到了颜如玉。

目送读后感篇五

读《目送》，有感动，有惊异，又不时地在学习，我们的人
生太短，于是在书里初次体味那些朦胧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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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忆里永
不可消却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里站台送别，父亲笨拙地背
影，那份父子之爱在我们心里平添暖意。然而，龙应台写下



的却是一道道背影里的无奈与悲凉。不断的送别中送别者的
寥落与离开者的沉默，大概都凝聚在那句“不必追”里了吧。

“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
虽然隔开三十米，但是同树同根，日夜开合……”我们这一
代人都是独生子女，没有一个亲生的兄弟和姐妹，甚至从未
体会过与同龄人日日夜夜共同成长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人
到中年的兄弟姊妹聚在一起究竟是怎样的心境；我们或许看
过自家父母与兄弟姐妹的相亲相爱，亦或是陌生疏离；又或
许看过新闻里刀枪相向的兄弟；我们或许疑惑不已，于是翻
开手中书籍——终于得知，兄弟与姐妹是“同树同根，日夜
开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的岁月静好。

“老天，你为什么没教过我这生死的一课？你什么都教了我，
却竟然略过这最基本、最重大的第一课？”我看着作者询问
苍天，我试着揣度，那一刻，看着即将逝世的父亲，她的心
中是悲伤还是放下呢？我未曾亲眼注视死亡，我仅仅一次一
次的听说，曾经与我说过话的人，曾经与我一起玩耍的人，
她已不在人世……而我所体会到的，是周围人强加给我的极
度悲伤。我不知道要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死亡，我也一直难以
理解为何一个人会在这世界上凭空消失，留下的仅仅是人们
对他的思念，或是早已泛黄的照片。读着龙应台的文字，我
才慢慢了解，面对死亡，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唯有放下与
释然，才是最好的表达。

母亲的老，父亲的逝，儿子的成长，兄弟的共行；或是自然
的变换，生活的变化，鲜花的盛开，远古动物的灭亡；又或
是国民军的流亡辗转，战火留下的死亡的痕迹，时间的飞奔
流逝……我们也曾经历过的，未曾经历过的，或者永不能经
历的那些世事无常，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生。

书的封底写道“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这亦或是一本人生之书，有亲情，有友情，有生与死，有毁
灭，有缠绵的生活。



目送读后感篇六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她们难以舍得让孩子一个人走，可是她们知道：“有些事，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闯；有些路，只能一个
人走。

”所以，她们只能目送着你一个人的身影渐行渐远，慢慢消
失在道路的转弯处，再也看不见……就是这样简单的目送，
它包含了父母多少的挂念、似海的恩情和无私的爱，还有多
少离别的无奈和难舍。

人生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目送中离别，又在一次次的在聚
首中续写着新的目送……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中年，可是依旧
在母亲的目送中一次次启程。

目送读后感篇七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为
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
感吗？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目送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对于龙应台的了解是由她的《目送》一文。后来才知道，
《目送》是一本散文集。集子里，满满的都是作者对于人生
的感悟。其中龙应台将对亲人真挚、又很复杂的情感表达得
十分真实。

朱自清在《背影》中写道，因看到父亲为自己担心操劳的背
影而油然而生的心酸；龙应台则写了两种背影。一种是目送
父亲离开人世，另一种则是看着儿子慢慢长大，渐渐只能远
望儿子高大的背影。文章抒发的是一种不舍，却又不得不舍



的心情。作者身为人子，身为人母，经历了大半辈子，回首
往事，内心泛起点点涟漪。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在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当作者倏地发
现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成大人、自己也无法随时随地的陪在
儿子身边了，心里有几分落寞。

全文的感情基调有些压抑，语言却十分真诚。如今我们也生
活在父母庇护的翅膀下，却未曾报答过什么。小时候我们总
自顾自地一往直前，好像探险之路丝毫不艰险，我们却忘了
回头看看保护着我们的父母。我们在社会中变得独立，将来
又会目送我们的孩子。或许真的像龙应台所说的那样，我们
间的缘分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中渐行渐远——记得
回头看看关心我们的人。

这本书自始而终，像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将人间酸甜苦辣一
一尝遍。

目送读后感篇八

我喜欢龙应台，喜欢她当年大声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
生气！”的豪气，喜欢她“水泥地里种花”的决心，喜欢她
毅然辞官、回归书桌的果敢。她的文字总是那么的动人，时
而锋利，时而温婉，时而脆弱，时而感伤，时而朴实，时而
华丽。如今重拾她十几年前的《目送》一书，内心再现一股
莫名的感动。

《目送》中有七十多篇散文，记录的都是日常小事，却满纸
温情，仿佛走进了她的生命，感受她目送父亲去世的悲痛，
感受她目送苍老母亲背影的忧伤，感受她目送儿子远去的怅
然……呵，生命中，该有多少刻骨铭心的目送！



最爱读开篇散文《目送》。里面写到，儿子华安十六岁那年，
作者在机场目送儿子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她冀待华安消
失前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也没有……读到这里，不
由得想起她在《为谁》一文中有这么一句：“油米柴盐一肩
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
姐。”想到在汹涌的母爱面前，她竟能毅然收敛起满腔的骄
傲和锐气，委屈地选择让步，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心痛。
然后，又想到自己读大学时每次父母送我去车站，我也是头
也不回的。想到我的父母可能也像龙应台那样站在小路的那
一端，看着我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当父母久久伫立，
远远目送我乘坐的大巴渐行渐远时，是否也会怅然若失地感
慨：“四顾苍茫，唯有目送”。而彼时，我可能正坐在车上
与女伴聊着假期乐事！

我知道，直至我的背影完全消失，父母才会停止张望，怅然
离开。我也知道，只要我一个回眸，他们就会欣慰万分。但
是任性的我依然选择不回头。是的，为什么要回头？为什么
要让他们牵挂？为什么不能留给他们一个坚毅的背影？我不
回头，并不表示忽略。我不回头，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能，
而且必须能独个走好前面的路。因为，“有些事，只能一个
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还将不断往前走，我会牢记与珍惜背后
那些从高大到佝偻的身影和他们充满期待的目送的眼光，带
着爱和释怀，继续不断往前走。

目送读后感篇九

床头柜上静静的躺着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每天闲暇之余，都
会翻上几页，轻轻的读出声来，细细咀嚼，慢慢体会，“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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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初次读到《目送》是在初中的语文课上，那时候的我，因为
年龄和阅历的关系，还不能对这篇文章有深刻的了解，慢慢
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当我重读这本书时，我似
乎恍然间明白了作者所要描述的那种对父母、对子女、对朋
友以及对人生和生死的豁达以及怀念的浓情。

书中的第一个故事讲到了，逐渐长大的儿子，一次又一次的
离别，留给作者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背影。字里行间可以深
深的感受到，作者对孩子离开的不舍之情，可同时她又是一
豁达开朗的母亲，她知道，总有一天孩子会离开自己，她懂
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飞，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就像
她在书中说的那样“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
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世上有多少婉转的歌声，却唱不出父亲的温暖，世上有多少
华丽的辞藻，却描绘不出父亲的爱。都说，父爱是深沉而伟
大的，他的爱没有隆重的形式，没有华丽的包装，却一直默
默的伴着我们成长。岁月匆匆，时间就像指尖抓不住的流沙，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常回家看看，陪父亲吃
吃饭、聊聊天，用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用爱陪伴他的喜怒
哀乐，用事业感激他的精心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