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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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篇一

在读《目送》时，我特别为龙应台写的亲情类的作品为之感
动。《目送》是全书的第一篇文章，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
长，目送父亲的远去。第二篇文章《雨儿》写患老年痴呆症
和年迈的母亲，母女的真情实感，让人感动，还有《爱情》、
《明白》、《胭脂》、《为谁》等等，这些都是写父母的渐
渐老去和一些有关亲情的文章，也让人十分感动。

读《目送》我感悟很多，特别是《目送》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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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触是多陪一陪
渐渐老去的父母，不要让目送渐渐远去。

[目送读后感初中]

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篇二

《目送》是一本记录作者龙应台生活点滴的散文，《目送》
这本书籍共写了七十八篇散文，有父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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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八篇中，每一篇都让我感动到不已。

为什么会让我如此的感动，这是其实是源于作者在书中生动



的描写，当她在机场送儿子去美国做交换生时，她写到他在
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查;她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
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
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其实这一位母亲一
直在等待她儿子回头的目光，让人感到悲伤的是她的儿子一
次回头都没有。

《目送》这一本书，与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文章很是相似，
但不同的是父亲与儿子换成了母亲与儿子，但相同的是对一
份血浓于水亲情的感慨和温暖,所谓父女母子一场，你和他的
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渐变远的。你用
目光送别他，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样的意思。

书名《目送》的含义也很让人感到悲伤，目送亲人的远去，
目送时间的流逝、目送历史的苍茫。

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篇三

目送读后感500字(一)

我在车站等车，身旁是一对等着过马路的母子。母亲在起步
的一瞬间握住儿子的手，儿子却不动，转头看她，眉一皱，
正要说什么，不料他此刻的神情被母亲尽收眼底，儿子转过
头，撇撇嘴，轻轻把手从母亲手中挣脱，大步向前。母亲的
身躯一怔，随即上前。我看到的是，她眸中掩不住的失落。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思绪纷飞。

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也像那个儿子一样，不屑父母递过来的
关心。一件外衣是“不冷，拿走拿走”，一杯牛奶是“难喝，
不要”，一只关怀的手，也是不着痕迹地挣开。即使是一个
关切的眼神，一句询问的话语，也总是以无所谓的视线，不
耐烦的神情挡回。



也不知从何时起，那个捧着书跑来跑去问东问西的身影被时
光冲淡，支离破碎，渐渐清晰的是一个人翻书上网寻求答案
的背影。也不再是那个在商店里一手拿一个颜色的发夹，欢
快地跑到母亲身旁询问哪个漂亮的孩子，在母亲给出建议后，
仍然犹豫地左看看，右摸摸，狠不下心，抬起一张哭丧的脸
请求“妈妈，我选不好，两个都要行不行?”而是习惯一个人
作出抉择，再一个人承受。也不像儿时受了委屈跑到父亲怀
中大声哭泣并且寻求安慰，而是一个人辩解，一个人反击。

《目送》中的孩子告别母亲，一个人踏上那条每个人必经的
道路。在告别的时候，母亲目送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站
在斑驳小路的这一端，看着背影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眼
睛里流露的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她舍不得孩子去受苦，
去接受岁月的'洗礼。母亲太懂得这条路上的艰辛，当年的她
也向往过，义无反顾过，然而也跌倒过，流泪过，但，不后
悔。如今她只能放手，让孩子自己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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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500字(二)

她有一双温柔的眼，为人母，慈爱地注视孩子，为人子女，
关怀地注视父母;她有一颗细致的心，感受大千世界极致细微
之处，寻找常人不曾想到的生活大道;她有一支淡如水的笔，
却一针见血道破世事百态。

龙应台的文字就像上好的绿茶，初尝有其苦涩感，但回味浓
醇，令口舌生津。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六年级，觉得内容着
实生涩难懂，与我的生活相距甚远，于是便将它束之高阁，
庋藏焉。直到这个寒假重新将它取出，细读后忽然觉得烟消
云散，眼前豁然开朗，读至精彩处，还不住颔首以表赞同。
所以，人对大义的理解能力与他的年龄、阅历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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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所能做的，就



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多分一些爱给他们，不要
远远地望着他们的背影而心存愧疚。

还有一篇令我感想较深的是《狼来了》。在很多人的传统观
念里，狼是一种残忍而机警的动物，它们总是捕食温顺的小
绵羊和可爱的小猪;在故事“狼来了”中，狼群引得全村人手
持锅碗瓢盆扛着锄头扁担欲杀之;更有父母从小告诫孩子“你
再不听话，大灰狼就把你叼了去吃掉”云云。然而事实上，
狼并非如此可恶。它们团结合作、共同进退、知恩图报、坚
强执着、锲而不舍、和谐共生……由此可见，人从小被教授
的观念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到特定的情况不会轻易
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早教如此重要。

《目送》共散文七十三篇，道尽子女与父母的牵绊，兄弟的
携手共形，朋友的牵挂，在脆弱的边缘迷失，在失落的低谷
徘徊。

可以说读一本她的书，就是读一遍人生。

目送读后感500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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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
《目送》中写到的这段话，像小心地吹掉陶瓷上的灰尘一样
轻轻地飘入我的眼帘，但却软软地划开了我的心。

《目送》中的孩子踏上那条叫做成长的路途，他已充满力量，
蓄势待发，急着去披荆斩棘去开天辟地，再也不能忍受母亲
对他缠绵的爱。于是只是吝啬地留给她一个无情的背影。着
背影轻飘飘却冷得彻骨，灌入母亲的瞳孔里如同倒入一股寒
风。母亲只能目送他，最终她双眼中燃起的火光被寒风吹灭，
没有任何火星的残留光亮，只剩下一滩湿漉漉的灰烬，散发



着草木香灰的悲凉后调，沉淀出无奈心酸的轮廓。她不得不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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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绪被拉扯回那段生了锈的时光中“文韵!走慢点，妈帮你背
书包送你进去吧!”母亲的嗓音突兀地闯入寂静的校园。我不
耐烦地转身对她翻白眼，“不用。”冰凉的声音反射出冰雪
更加凛冽的光。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用背影告诉她：不
必追。于是她站在原地目送我离开。而那句“不用”的话语
断在阳光里看不到痕迹，可是谁都听得到那些痕迹破裂在她
的内心深处，千沟万壑。唯独我选择捂住了耳朵。

后来我常梦到这样一个梦。梦中，我和母亲分别，我离去的
背影牵扯着母亲绵长的目光，我不断回头，瞥见她的目光里
盛满温柔，仿佛夕阳一般笼罩在我的身上，暖暖的。她涟漪
般徐徐散开的笑容抚醒了一大簇绚烂的野花。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是请在离别时，回一次头，给那
个目送你的人一个微笑，哪怕只是轻轻的一瞥。趁现在，趁
她还在。当记忆的时钟缠上碧绿的爬山虎与白色的野蔷薇穿
插在我们灵魂的空隙时，才不会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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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篇四

《目送》这本书让我认识了龙应台。这是一本散文集，里面
的七十三篇散文满满的都是写作者对人生的感悟。这本书三
代人可以共读。它的用词很朴实，没有多少华丽的词组。龙
应台从一件件极为渺小的事中，悟出了一个个人生道理。
《目送》还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背影》。

《目送》中的七十三篇散文，书写了父亲、母亲、儿子、朋
友和兄弟;记叙了逝、老、离、牵挂和携手共进。龙应台的文
字，时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时温柔婉转，如微风过麦田。
把书中的一个个故事描绘的淋漓尽致。用鲁迅的一句诗句来
形容，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翻开书，第一篇散文就是《目送》，文章通过写送华安去机
场的事反映了当今子女们排斥父母的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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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到这儿，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和父母告别时的画面。那
时，我是否也是这样的?也许，那时，他们正在心里悄悄的流
泪。“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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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短
短的话语，透露出当时作者内心淡淡的忧伤。父母含辛茹苦
培养我们，大半辈子时间都花在我们身上，告别时控制不住
的感情，却被我们排斥、漠视。他们想得到的，不是金钱，
不是权利，更不是什么荣华富贵的东西;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拥
抱，渴望听到我们说几句温暖人心的话语，更想得到告别时
的回头一瞥，回眸一笑。这些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往往是
最可贵的。等我们长大以后，告别，也许意味着一两年都见
不到，而不是一两天。告别时父母内心的不舍之情，或许比
较夸张，但我们必须接受，因为他们是辛辛苦苦抚养我们长
大的父母。



目送读后感演讲稿篇五

我在车站等车，身旁是一对等着过马路的母子。母亲在起步
的一瞬间握住儿子的手，儿子却不动，转头看她，眉一皱，
正要说什么，不料他此刻的神情被母亲尽收眼底，儿子转过
头，撇撇嘴，轻轻把手从母亲手中挣脱，大步向前。母亲的
身躯一怔，随即上前。我看到的是，她眸中掩不住的失落。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思绪纷飞。

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也像那个儿子一样，不屑父母递过来的
关心。一件外衣是“不冷，拿走拿走”，一杯牛奶是“难喝，
不要”，一只关怀的手，也是不着痕迹地挣开。即使是一个
关切的眼神，一句询问的话语，也总是以无所谓的视线，不
耐烦的神情挡回。

《目送》中的孩子告别母亲，一个人踏上那条每个人必经的
道路。在告别的时候，母亲目送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站
在斑驳小路的这一端，看着背影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眼
睛里流露的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她舍不得孩子去受苦，
去接受岁月的洗礼。母亲太懂得这条路上的艰辛，当年的她
也向往过，义无反顾过，然而也跌倒过，流泪过，但，不后
悔。如今她只能放手，让孩子自己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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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