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读后感(精选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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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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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二

《目送》这本书收录了龙先生的七十八篇散文，书中写尽了
生活百态——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子女的远离、友人的关
心、兄弟姐妹的携手。她用简单直白的文字，透过生活常态
去解读人生，这是她对于父母、子女、家庭、生死的又一思
考力作。

在这开篇大作《目送》中，龙先生的开头很有意思，从自己
牵着年幼的儿子去上小学说起，到后青春期和儿子的交流日
渐疏远，从而思及自己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也是这样渐行渐远。
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了一方总是固执地给予，一
方总是固执地拒绝。我们都认为，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自己
的想法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想试试一个人
过马路的时候会不会进退两难；一个人去外婆家的时候会不



会迷失方向，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会不会结交新的朋友...那些
一个人的时候，是见证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然而我们忽
视了一个问题，你之所以拥有一个人生活的技能，是因为有
人陪你经历了千万次的失败，仍旧相信你值得拥有成功。

我在读到龙先生的那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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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追。”这莫名的分隔线，好似一把利剑，直扎我
内心。

芳华岁月，我们拼搏、进取，努力成为优秀，更优秀的人。
我们说着伟大的抱负，做着关于理想的事，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有着追不完的梦。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需要时间去成长，去创造
价值，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的时间渐渐地被工作填
满了。我们对双亲的奉养日渐远离，而我们的音讯也不能及
时的传达给至爱之人。

龙应台先生在《两本存折》中，写下一段话，她说:“你在那
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
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
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
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
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
无法兑换。”

何为孤独？念而不能扰，扰而不能留，留而不能久。此为孤
独。所以所谓父女母子一场，想必还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论身处何地，你永远是他最牵挂的人。“金
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

从龙应台先生的书中，我读到了她对于父亲逝去的不舍，对



于母亲日渐衰老的无奈，对于子女远离的理解。显然，在生
命的刻度里，每一次目送都意义深远，每一份孤独都饱含深
情。都说“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在国家繁荣富强
的今天，我们在为新生活拼搏的同时，也应该担起家庭的这
份责任，别让每一份孤独独自前行。

目送读后感篇三

每次读龙应台的《目送》这本书，感想都不同，越看感触越
深，越看理解的也越多。

作者貌似不着边际的表述里，安置了上下三代人的默默温情。

没有浓墨重彩的去扬厉爱深爱切的感受，只是随手把捡起日
子里的点滴，然后，你会在无意之间被这貌不惊人的文字所
打动，会报以会心一笑，会默然神伤，会被柔软的孝顺所温
暖。

我对其中的《目送》一篇感触最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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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背下这段话了，我和父母、女儿和我之间又何尝不是
这样的！书中所描写的每一件事，我们也都曾或多或少经历
过。

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里的“我”又是多少
个我们的写照。

这本书与其说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的回顾和反省，倒不如说
是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照出了我们生活中所忽略



的最珍贵的事物，那就是爱。

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
到佝偻，自己也慢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

我们的一生都在目送。

目送读后感篇四

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
思考“生死大问”的最强新作，花枝春满、悲欣交集，跨三
代共读的人生之书。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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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作者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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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追。”

所谓的目送，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相聚。正所谓“三千流水流
不尽，三千落花终离别”，目送和离别即使是痛苦的，无奈
的。但是如若没有离别，那么我们又怎会学习去珍惜身边的
人呢？人生路上，不能事事如意，但是每当目送过后，我们
应摒弃心中的眷恋并送上最为诚挚的祝福，而不是沉溺在那
无穷无尽的思念旋涡。正如龙应台所讲：“有些路啊，只能
一个人走。”于是对于父母，作为子女能给予他们最好的回
报就只有不要辜负他们的期望以及祝福，踏上自己的人路。

因此在人生路上，我们应懂得适时地陪伴；适时地放手； 适



时地“珍惜眼前人”；适时地目送。当我们老了，当我们陪
伴子女走过一段人生路后，我们又变成了目送子女的那一个
了。这其实是一个轮回，是让每个人成长的不二法门。虽然，
我们经常把“永不放弃”挂在口边，但是事实上有时放弃，
才是一种更伟大的温情，才是人生路上的延续。

目送读后感篇五

拿到书的时候，沉甸甸的，每晚入睡前读一两篇，闭目思考，
有时会辗转反侧，有时会带着笑一夜黑甜。温情的文字，慢
慢地，熨帖着人心，有种窝心的安慰。

许是很久没有读书的缘故。当念及此段话的时候，还是心下
一软，彷佛心里的愧疚慢慢融化了，似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
般。

不必追。做到好难。习惯了传统思维的我们，内心“父母在
不远游”的思想占据着牢固的位置，总是怕“子欲养而亲不
待”，希望陪在他们身边，哪怕暂时搁置自己的梦想。我想，
我就是那种无法离开的人吧。有太多牵绊，小到满屋满架的
书籍，大到亲情友情，都很难割舍。曾经，为着叛逆，在高
考结束时，报了南方的大学，远离家乡，离开后才知道，原
来我想摆脱的不是家庭，而是父母那无时无刻的唠叨。内心，
还是想在离他们进一些的地方。希望，他们目送我离开，不
必追，而我，只会走到小路转弯的地方，不再远行。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
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荠’的无
边着落，人知恩那个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离开她们
之後，常常会觉得寂寞，彷佛被抽走了所有力量。有时会莫
名其妙地走神，做事会出错。有时会忽略身边的人和事。

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
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就慢慢成了别人



眼里的背影。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
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

有时候他会和我商量一些琐事，这也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只
是恍然间让你明白，孩子长大了，而他真的老了。我变得害
怕。在我渐渐长大的过程中，生命里那些莫可名状的无奈和
悲凉在一瞬间将我淹没，我甚至不敢去想象将来我该如何站
在我的孩子身后去正视我的苍老。

孩子将是你的生命的延续，他刚生下来时哇哇大叫，给你一
个肉肉的细小的背影；他三岁时调皮得让你抓狂，给你一个
满地乱爬的背影；他七岁时你担心他那乱七八糟的数学成绩，
他给你一个很不甘的背影；他十三岁时你担心他从别的地方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于是尝试着和他交流，而他仿佛对此不屑
一顾，只给你一个很倔强的背影；他十六岁时不搭理你，永
远只给你一个消瘦的背影；他二十岁时飞扬跋扈得仿佛整个
天下都是他的，而你的所有劝诫全都成了废话；他三十岁时
你几乎要用年来做单位用以计量和他见面的频率，他一直给
你一个忙碌的背影；他四十岁时你已经老得满脸褶子走不动
路了，你行动不便，偶尔还会尿床，你在这时候回过头望望，
这一辈子，望到的全是他的背影。而当他终于真切地望着你
的时候，你已经快不行了，你看着他哭，你笑，你知道，他
是你的延续。

目送读后感篇六

读完这本时，心中甚是感动，也有几分悲伤。读完别人年逾
半百的感悟，不禁想起已是古稀之年的阿公。感叹时间的老
去，埋怨自己过慢的成功速度。至今都没敢打一通电话，不
孝子孙形容自己都不为过。并非不想念，只因为每天只关心
他宝贝孙女工作，害怕他过多的期待会让他更加失望。于是
在承受无形的压力的同时也只好选择逃避。所以慢慢的失去
了交流，缺少了陪伴。



世界上只有父母才会对自己不求回报的付出，对于阿爸爸阿
妈妈也是同样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他们的期待。害怕自己成功
的速度赶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所以希望努力变成你余生的
代名词。

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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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没有太多感触，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从小习惯了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拿主意，所以，
所以觉得自己的独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偶尔也会独立到心
疼自己，独立到孤独。

可是阿，社会在一步步逼你快速成长，所以就算是一个人也
得学会茁壮成长呀！

人生三书，忍不住想到自己的从前往后。从前，无畏成长。
往后，也希望带着善良勇往直前。面包和爱情都会有！

目送读后感篇七

"是最后的时刻了吗？是要分手的时刻了吗？"读到这样的话，
大概也已经猜到了结局，目送生命的离去虽然残酷，可我还
是继续往下读。从拿起这本《目送》就在扉页里读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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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读这段序言时，从来不曾想过当最后的时刻来临，竟
会是这般疼痛。

龙应台的《目送》讲述的是她与父母、子女之间的生活，她
认为这本书承载的是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
喻的"伤逝"和"舍".整本书都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生命的离去，就是在体验着那最不可言喻的"伤逝"与"不
舍".

在《目送》里，你将会读到许多的温暖，也会得到许多的启



示，龙应台照顾逐渐痴呆的母亲、送别最敬爱的父亲、默默
地看着成长的孩子留下一个"不用追"的背影，真真切切地告
诉我们"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尽管如此，尽管我们都明
白有些路我们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可读完《目送》你终将明
白一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来源于我们不断付出的爱，没有
真真切切的爱，没有心里沉甸甸的牵挂，当我们孑然一身时，
心里不会有任何的力量支撑我们一个人走完剩下的人生之路。

许多的路，只有自己走过才能明白它的意义。

龙应台看着孩子远去的背影，心里有莫名的落寞。而这样的
落寞却与自己父母有关系，年轻的时候不明白父母对自己"过
分"的呵护，而当自己为人母时，却无意识地重复着父母的做
法对自己的孩子呵护备至，当孩子拒绝她预备好的伞，她才
恍然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张爱玲曾说"人生有非走不可的弯
路",在孩子、父母的角色转换中，我们终会明白这条路你只
能自己往下走，没有走到那个路口，你是不会明白其中的深
意的。爱，就在这行走的过程中慢慢沉淀，心里沉淀下来的
爱承载着我们一生最值得怀念的珍贵片刻，而这回忆是支撑
我们独自走下去的力量。

有些问题，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寻找到它的答案。

人的一生，从呱呱坠地的娃娃，在父母亲的关爱中慢慢成长，
再踏上父母亲走过的路，成为父母深爱自己的孩子；然后看
着孩子长大走上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父母却逐渐老去，最终
和我们告别。生命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吗？面对生死，我们
是何等茫然何等疑惑。可它还是来了，还是不顾我们的不舍、
我们的苦痛，来了。生与死，不过一字之差，却咫尺天涯，
你甚至不明白怎么就消失了呢？总该有个交代，总该留下一
点痕迹啊？或许这答案，永生永世都找寻不到，有些路，只
能自己一个去走，哪怕是如此深爱我们的父母，在生死大课
上，他们也没法告诉我们他们会去哪里，而我们尽管也深爱
着自己的孩子，却一样无法告知孩子我们最后的归宿。我们



曾经在父母的陪伴中度过了幸福的时光，然后自己成为父母，
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最后才发现我们只能目送父母、孩
子远去的背影，留下自己一人独自去寻找生命归宿的答案。

目送读后感篇八

老师让我们写一篇目送读后感，我在公交站牌等车的时候，
看到了一对母子。在变灯的那一刻，母亲抓着儿子的手，但
是儿子并没有跟着母亲一起走。儿子突然之间脸上有些不高
兴，皱着眉头，看着母亲。母亲什么都没说，已经知道了儿
子的想法。儿子将母亲的手甩开，自己往前走了。目送读后
感中的感受和此时此刻的心情差不多。

小的时候看见了喜欢的东西，会兴高采烈的拿到妈妈面前，
问妈妈这个我可以要吗?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会找到爸爸，在
爸爸怀中默默的哭泣。那个时候自己的依靠就是父母，会在
自己困惑、难过的时候会寻求帮助。什么时候，这些都变了。
《目送》中的孩子告别母亲，一个人走上了自己的路。母亲
自然是舍不得孩子一个人在外边打拼，因为她明白在外面太
难太难。但是没有办法，孩子总要一个人做事情，很多困难，
只有自己度过才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目送读后感篇九

“我慢慢地、慢慢地开始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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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送》中，我一直记忆尤深的一句话。每
每拿起这本书，眼眶总是犯潮，一种无能为力之感便油然而
生。

在这本书中，作者龙应台给我上了三堂课，一课是父母老去，
一课是与兄弟姐妹别离，一课是朋友间的牵挂。这三课，每
个人都要经历，是躲不掉，逃不开的。



父母老去，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事情。这一点在最近几年，我
感觉尤其深刻。以前在我心里，父母一直都是年轻的样子，
可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他们开始出现一些老态，脸上的
皱纹多了，头顶的白发多了，睡觉时间少了……我们长大了，
可他们却老了，这样的现实我不想接受，但也不得不接受。
岁月匆匆，父母老矣，剩下的时光，只想少一些目送。

与兄弟姐妹分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形影
不离，玩要一起玩，吃要吃一样的食物，晚上睡觉也要闹腾
一阵，再各自安稳睡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角色
的转变，我们终将要各自为家，甚至彼此远离。龙应台与自
己哥哥的远行，被她写得深刻异常，也重重撞击了我的心。
常念少年时光，但也知那是不能回去的日子，只愿我的兄弟
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担得起家庭的重担，做一个幸福的爸
爸。

与朋友牵挂，也是逃不开的命运。以前，我们下课一起趴在
走廊的栏杆，谈天说地，一起去小卖部挑选共同喜欢的小零
食。考试的时候彼此加油打气，失意的时候你给我温暖的依
靠。可是，如今我们都长大了，也早就分别两地，除了偶尔
朋友圈点个赞，其他再无交集。明明没想着要成现在这样，
但终究抵不过时间，把友情淡忘。

岁月还长，但愿人间少目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