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书感悟 小说目送读书心得感
悟(精选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心得感悟对
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目送读书感悟篇一

日前读了《目送》，主要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
兄弟的携手共行。对于《目送》，至今还回味无穷。

生命的历程，时间的辗转，父母、亲人、兄弟姐妹、伴侣，
然后会有自己的子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当我们由子女变
为父母，我们开始目送自己的孩子。当孩子越走越远，我们
只有不舍的情愫。这是生命的轨迹，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必
须按照这轨道上的路标走，经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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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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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仿佛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一根弦。是啊，人生就是
在目送里度过。当父母怀着不舍的心情目送我们时，我们的
背影是否也这么绝情?当我们踏上征途时，父母在我们的身后
默默凝视着我们，他们希望孩子早点回家。当我们离开很久
时，或许她们还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车子启动的地方。他
们的眼神里充满期盼。

每次回学校的时候，妈妈总是陪我走到车站，她总是替我拿



着大包小包，包里总是装着我最爱吃的东西，当然还装着妈
妈对我的爱。妈妈总是像对待小孩似的叮嘱我：“下星期放
学的时候一定要早点回家。”而且在上车之前还会唠叨几句
刚才讲过的话。我总会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当我坐上车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妈妈正望着我坐的这辆车，
表情竟然有些呆滞。车子越走越远，但我仍然能看见妈妈的
眼睛望向何方。她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我知道
在与车子行驶的相反方向，那里肯定还站着一个呆呆凝望远
方的女人。

小时候父母把我们当成孩子，父母老了，我们把他们当成孩
子。

在我脑海里翻滚千遍的是作者为母亲涂指甲油的情景。当作
者为母亲涂指甲油的时候，她的母亲是那么的听话，听话的
简直像个孩子。“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
脸颊上了腮红。”她的母亲真的是老了，作者为哄着母亲而
给她涂指甲油，真的把母亲当作孩子对待了。

小说《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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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读书感悟篇二

龙应台一向以犀利文风著称，尤其是《野火集》中的那篇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锐利逼人的批判让国人振聋
发聩，掷地有声的叩问让那扇外强中干的旧体制的大门应声
倒下。直到《孩子你慢慢来》和《目送》等亲情系列书籍的
连续出版，刚性的批判文学之外开出了清浅柔软的花，同时
读者也看到进入天命之年后娴静柔美、温情淡定的龙应台。

《目送》共73篇散文，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处动人
心弦的种.种感觉，流露出最朴素的人生观，对孩子、父母、
朋友的爱，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命的尊重。全
书提及最多的、最打动人的是亲情。作者用优美的文字记录
了自己作为母亲面对日益长大的孩子时的失落和困惑，作为
女儿面对日渐苍老的双亲时的守候与不舍。

同名篇《目送》是全书开篇之作，跨越了三代人的感情。全
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回忆了送儿子华安上小学的细
节，那时的儿子背着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时光一划而过，
转眼已经16岁的华安要赴美做交换生，机场送别，作为母亲
的龙应台目送儿子渐行渐远的背影，期望他消失前的回头，
哪怕仅仅是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母亲的深
情送别与儿子的毅然离去形成反差，教人如何不落寞?接下来
作者追忆了在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时，目送护士推着轮椅上
老父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后来有一天，父亲在殡仪馆熊熊
炉火里永远消逝，作为女儿，她深深铭记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就这样，在一次次包含心酸和不舍的目送中，龙应台对亲情
有了简单而又深刻的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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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这一份目送，包含
了数不尽感伤、道不完的无奈，尤其是最后的“不必追”3个
字渗透作者心中那片不甘心的柔情和不得不放手的勇气。



时光的车轮慢慢滚动，像所有平凡的父母一样，纵然有万般
的留恋和不舍，龙应台也不得不目送孩子长大、拥有自己的
生活。而这，也就成为了两代人产生代沟的导火索。《十七
岁》一文中，龙应台冒雨步行到巴士站去接儿子。当她递过
一把为儿子预备的伞并关切地嘱咐“会感冒”时，被细细的
飘雨湿了头发的儿子断然拒接，冷冷扔下一句“不要”。但
就是这样追求独立、不喜欢母亲过分呵护的儿子也有温情脉
脉的一面。他看到母亲在孩子们都离开后变得不愿买菜做饭，
母亲可从没这么“懒”的，便花3个小时去超市挑选材料并认
真地为妈妈做了一顿西餐。当龙应台表示自己学会做西餐并
要做给儿子吃的时候，儿子一丝不苟地说“我是要你学会以
后做给你自己吃”。父母和子女，付出与给予，强和弱，一
直在不断地转换轮回，但一脉相承的感动却一直久久延续，
可能这就是家庭喜怒哀乐的无限循环。

作为女儿，面对父母年老后的忘却，龙应台懂得多一份温柔
和耐心。当母亲从昔日的大家闺秀跌落凡尘，终究抵不过时
光的侵蚀，患上老年痴呆症，她像呵护柔弱的婴儿般一遍遍
安慰道“我是你女儿呀，我回来陪你”;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从
前，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她为父亲清理失禁后的
排泄物，陪着虚弱的老父一遍遍练习走路……孝顺父母，龙
应台不仅能外安其身，而且做到了内安其心。这样无微不至
的照顾和令人动容的细节，印证了心怀感恩的她静静地守望
着父母晚年的幸福。

亲情，就像每天都会照常升起的太阳，最是微妙醇厚，温暖
人心。读《目送》，品味淳朴却饱含绵绵情感、平凡却透露
汹涌热烈的亲情，我坚信，任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亲情永
远是最纯真的陪伴。

目送读书感悟篇三

柔和的橘黄色的灯光自雪白的灯罩中缓缓洒下，合上摩挲的
书页，思虑良久，仍不知以何为题，提笔于纸上，方写“目



送”。

于我而言，太过悲情的书我是万万看不下去的，但《目送》
却成了例外，迄今为止它是一本令我心痛却又不忍放下的书
籍。

“目送”，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儿女目送父母
容颜的逝去，父母目送儿女的远去……如今仔细想来，平日
里的“目送”竟都是我们忽视的款款深情。我独爱文中的一
段话，相信也触动了无数读者，它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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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成长远去的背影，你不必追，无论你有
多么深爱他。

每一个人，都是孤零零的来到这个世界，最终也将会是孤零
零地离开。作为父母，清楚地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永远地陪伴
孩子，所以努力要做的便是在离开之前，教会孩子如何独立，
如何生活。尽管有时面对儿女的不解和背影很是无奈，但是
也明白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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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日益衰老的背影，你不必追，无论你有
多么不舍得。

当我们看到父母头上的银丝，触碰到父母脸上的皱纹，心中
都不免伤感着时光的遗失。不知从何处看到的一段话：“父
母的头发白了，把满头的黑发给了儿女;父母的脊背弯了，把
挺直的脊梁给了儿女;父母的皱纹多了，把年轻的面容给了儿
女。”父母和儿女就好像是沙漏的两端，这一端的充实又何
尝不是以另一端的流失为代价呢?我们，就是这样目送着他们



日益衰老的背影，不断成长着。我们与父母的一段情，因为
短暂，所以更美好;因为难得，所以更宝贵;因为失去，所以
更珍惜!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
物走星移。”终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人父母，亲身经历他们
的艰辛，如同当初的他们一样，又把自己的一切给了孩子，
再目送着孩子们远去，面临即将到来的孤独和死亡，到那时，
拜祭，终究也只不过是生者的一份安宁。

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程票的旅程，途中的路人行色匆匆，
能够相遇便是缘分，你与某些人产生了或朋友，或夫妻，或
亲人的关系。无论情深或是义重，都且行且珍惜吧!

愿世间的每一段感情，都能被温柔以待，所有的“目送”都
不再有遗憾。

目送读书感悟篇四

“所谓的父母子女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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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用背影默
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是龙应台《目送》中的一席话。看完整本书，我思绪万千，
淡淡的心酸和无奈涌上心头。每逢春节，爸爸和叔叔们都会
回来过年。我想，这应该是爷爷奶奶最期盼、最高兴的时候
了吧，毕竟一年一次的大团圆早已让人望眼欲穿。当年过完，
儿女们又要再次踏上各自的征途时，他们便拿出早已准备好
的一袋袋的东西，那些袋子红红绿绿的，甚至带些淡淡的泥
土味或鱼腥味，但是却很轻易地就装满了一整个车厢，也填
满了我们的心房……车子启动了，我透过车窗回望，两个步
履蹒跚的老者跟着车子，一直笑着，露出了参差不齐且发黄
的牙齿，两只干瘦的手弯曲着悬在半空中缓缓地摇着，嘴里



喃喃着似乎在诉说些什么。但为什么在那温暖的笑容里我分
明看见了点点泪光?那两个佝偻的身影越来越小，慢慢地消失
了……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走在最前面，朝着前方大步迈。
但如果这时候回回头，你会看见，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或是
两个人，一直在注视着你，带着满满的不舍和期待，从我们
到这人世，开始。

我也不禁想起自己，在家里，我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玩电脑，
不愿和她交流，她给我烧的青椒炒肉，我是多么不喜欢。偶
然的一次，我看见她在厨房，仔细地将青椒一条一条地切开。
夏日的厨房就像一个大蒸笼，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她额头上
冒出来，但她却依旧不慌不忙地切着，直到把青椒切得很细
很细。下锅后就更痛苦了。浓浓的油烟，呛鼻的辣味，整个
空气都油腻腻的，额上的汗珠不停地滴落下来。但她依然不
厌其烦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味，最后再端上餐桌。那一次，
我才明白她为我做的远远不止那一盘我认为极其普通、随意
又不好吃的青椒炒肉，这一盘菜中，蕴含了一个母亲对孩子
无微不至的疼爱。她每一个细腻的动作，都重重地敲打着我
的心房，让我为以前只知嫌弃的自己感到羞愧。那一次我吃
下了一整盘的青椒炒肉，她很高兴，也很诧异，欲言又止。
我看着她，对她说：“很好吃，谢谢你。”

当我们渐渐长大，告别父母，踏上属于自己的道路，这路上
的艰辛，沿途的风景，都要自己闯，自己看。父母，就站在
这路的开端，目送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摔倒，爬起，
前行……眼里是经历大半生风霜后的不舍与不忍。他们很清
楚这条道路上的艰难与困苦，他们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独自
承受，独自疗伤。但是啊，成长，总要义无反顾;伤痛，更不
可避免;而梦想，定要执着追求。

《目送》这本书，让每个人都能产生共鸣，让每个人都心有
所感。

“再多的遗憾都知不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



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的释怀与生命的和
解。”让我们展开翅膀去飞翔吧，但不要忘了回头，看看自
己的父母，他们一直都在。

文档为doc格式

目送读书感悟篇五

时间流动，稍纵：记忆定格，目送。

简单介绍一下，龙英台：作家，中国台湾人，此文龙英台在
其封面中写了是献给其父亲，母亲，兄弟们的。

我认为所谓兄弟一场，这种感觉不是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义
务，不是对好友的殷勤问候，而是平平淡淡的。“渡尽劫波
兄弟在”关键时候兄弟是除父母，爱人外值得信赖依靠的对
象。

他们自己有各自的承受与家庭，有时可能会为了父亲母亲而
聚首，但聚首后的分离并非会不舍，日子还是恢复原状，照
常度过。

其实对于兄弟而言，珍惜在于其“情”，兄弟之情看似平淡，
但在无形中相通，互相考虑对方，聚首见面，或许会回忆起
彼此的儿时，亦有哭，亦有笑，亦有喜，亦有悲，彼此安慰，
彼此受累，彼此无怨无悔。

“本是同根生”兄弟就像树根，同根，却如树根分出的枝杈，
但相同的是都需要水，阳光的滋润，两者相辅相成，互依互
靠，一同成长，与树共老，在我看来，其实这样挺好。

父母是世上与自己最亲的人了，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血缘
关系都割舍不断，关心父母本就是做子女的义务。在我看来，
龙应台的父母给她的影响很大。其母亲在他父亲过世后便有



些痴呆，变得眼神迷离，时空飘忽。但是，她不厌其烦的向
母亲一遍又一遍的解释。另一方面，因她父亲给她的影响，
以至于在她父亲过世，目送其父离开后，悟出“所谓父女母
子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其实对于父母而言，珍惜在于其“爱”父母之爱，看似普通，
却其中包含对子女之情，心心相映，爱至永恒。

因为经历了人生曲折，风波，龙应台才会在艰难险阻中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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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谛。是的，有些路，只能一个人
走，这般如此深刻的领悟，自己以后要走的路，是要靠自己
的。人生的道路上，艰险不断，但是心中要有“勇往直前”
的信念。以后要走的路，不管多么磕磕绊绊，这条路，总归
是属于你自己的。或许，这条路上没有父母兄弟的陪伴，但
是他们在精神上支撑着你：或许，他们从没表示过爱你，但
你要相信，爱，从未离开过。

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心中如冰雪般的透彻，面对人生
的无常，我们就尽可能地把每一次当做最后一次去看待。最
后一次与父母相处，最后一次与同学出游，最后一次与兄弟
姐妹聚首。

人生之路，唯有自己能懂，自己领悟，自己诠释。

时间流动，稍纵：记忆定格，目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