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后感(大全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目送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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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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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三

合上这本书中的“观看”，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想起了年
迈的父母不愿意让我离开家。我想有一天我也会看着他们的
背影消失。从温暖的开始到残酷的结束，生活就是这样，一
个又一个循环，永不停止。

我不明白龙应台写这74篇文章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抹去了快
乐和痛苦的记忆。也许在她中年的时候，她已经理解了时间



的沉默和生活的无奈，所以她能够用这样平静而温暖的话语
来写下这些记忆。从父亲的去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去，
到朋友的关心和兄弟们的牵手。每篇文章不仅是对家庭和友
谊的记忆，也是对我生活的反思。最让我感动的是家庭和感
情。

她写了“家”。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父母的地方
就是我们变老的地方。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朋
友的地方就是家。然后，当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有孩子的地
方就是家。但是这些家庭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会慢慢离开。他们的父母会离开，他们的伴侣会离开，
他们的孩子也会离开。最后，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处理生活
和“问题”；冷生命的孤独。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天真无邪的年龄。我最喜欢的是桌上美味
的食物，每天早上热牛奶，还有父母温暖的拥抱。当我长大
后，我越来越想逃避。我最喜欢的是哪个明星，哪件衣服，
哪种新发型。我开始拒绝父母的照顾，讨厌他们的唠叨。17
岁时，我背上沉重的背包，踏上遥远的火车，开始了新的人
生旅程。我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两棵大树，这两棵大树为我
遮风挡雨。我独自面对生活。我最喜欢的是每天晚上从家里
打来的电话。这是他们从家乡寄来的小吃，也是他们每次回
家的聚会。家真的只剩下思念，所以温柔的踏实感只能由家
给予。

但总有一天我会走得很远，他们也会离开。家只不过是一种
象征，一种让我毫不犹豫地踏上这段孤独旅程的记忆。

血浓于水的亲情让我在这本书中有了更深的理解。让我理解
父母的无助、艰辛、忍耐和付出。在过去，各种不理解和抱
怨已经消失。过去的每一次争吵和愤怒都变成了内疚。他们
用青春养育了我。我开始了解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许最后的送别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我们无法与生命的轮回



竞争，但在我们不得不放手之前，请珍惜爱你的人。在那之
后，我们也应该坚定地对待生活。

目送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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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五

这个寒假，我读了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
它，是一本适合三代人共读的人生之书。

《目送》收录的七十三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老
去，儿子的成长单飞，朋友亲人的离散牵挂，兄弟的重逢携
手……整个寒假，我虽然只读了其中二十六篇，却已经深深
感动。

同名主打篇《目送》，给我的感受最深。这篇文章分成两个
段落，第一段作为母亲，龙应台叙述了儿子华安从第一天上
小学起到中学、直至出国上大学十多年间的几个感人片段，
她一次次目送孩子的背影离去，一次次目送他成长。第二段，
龙应台作为女儿，追忆自己成长的岁月中，与父亲的一次次
别离：总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在殡仪
馆熊熊炉火里永远地消逝……所以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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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3岁的我来说，人生才刚刚起步，还不能完全体会龙应台
“目送”中饱含的深意；但是我想，那些路我一定会走，那
些目送背影的瞬间我一定也都会经历。只是我希望以后，自
己也能有龙应台的那颗感动的心，那支感恩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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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猛地一震，继而
涌出一股莫名的伤感——华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可是，他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的回头，而是选择了将背
影送给他的妈妈。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了，
他早已淡忘那个依赖母亲的小华安了，他不再是那个用怯怯
的眼光看周围的那个小孩子了，是这样吗？还是他忘记了？
他没有看到，妈妈的眼神一直都随着他的行进而移动；他没
有注意到，妈妈的眼神一点点的燃起希望然后又一点点的暗
淡下来。

记得在作者回台湾那天，父亲骑了很破的车子送她，将她送
到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原因就是车子太破，怕影响女儿的形
象。而当时的作者呢？她是这样写的“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
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虽然她知道父亲出于好
心，不想让她蒙受阴影，但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把她送进校
园啊，懂事的作者知道父亲的苦衷，没有央求，而是默默的
理解了父亲，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没有追。这应该就是
亲人之间的理解吧，这样的背影，凄凉且难忘。

想要珍惜这些关爱，就要从点滴之事做起，从理解做起。

目送读后感篇六

伴着淡淡的油墨及纸质的香味，一页又一页，一篇又一篇，
当我最终将一本并不太厚的《目送》读完时，留在心中的，
是缠绵的一丝又一丝不舍，激荡的一波又一波深思。

对于一个整天关在学校里埋头做题的学生来说，之所以会选
择这样一本书来读，很大程度是受了书名的影响。

“目送”，一个多么温暖的词语，它是缠绵的不舍凝注到目
光中送给离去的人最终一份让其早日归来的叮嘱，是一股超
越了三维世界将那些必走之物留于心间的神奇力量。



作为与整本书同名的文章，也是整本书的第一篇文章——
《目送》，作者从儿子的离写到父亲的逝，那无尽的沧桑在
作者冷静而温暖的笔端一一呈现。

我安静地读着这一切，于是道不尽的痛彻心扉与忆不完的温
暖点滴就如受了魔咒的召唤似的，突然便回到了我的心间。

我之所以会对第一篇文章产生如此大的共鸣，也许与我的经
历不无关系吧！我是个安土重迁的人，而我的安土，不仅仅
限于地域上，更包罗了春华秋实的交替，物异人非的变迁。

我常自比为三毛，因为我觉得我与三毛都是步履维艰地行走
于稀泥中的人，对于那拖出来的泥水，我们是多么地不忍擦
去，因为它携带了我们的过往。

可是，时间在流，世界在转，再多的留恋也留不住记忆的风
逝。

于是，我们仅有站在风中目送着远去的记忆。

而在作者的这篇《目送》中，我也读出了作者对那一切即将
远去的事物的不舍。

作者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可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日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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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

这是多么的无奈与沧桑！如若说对于儿子的离，即使不必追
却依然能够追，那么对于父亲的逝与母亲的老呢？只能眼睁
睁巴望着回忆中的影像一幕幕掠过，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啊！



翻过第一篇文章，在其他的篇章中，作者依然以同样的笔调
勾勒出了过往的影像，为了让那些影像更加具象化，作者还
给每一篇文字都配上一张图片。

在图文并茂的意境中，读着、感悟着那点点滴滴的温暖，我
的心头也不断激起点点温暖的浪花。

当整本书翻至中间部分时，作者似乎有意停止了对个人经历的
“目送”，转而将目光转移到了万千世界中去了。

作者对时间、对距离、对人际、对人与物的相处、对所经地
点的景况都一一进行了讲述，在作者悠长而不舍的目光中，
那些本来抽象得不可捉摸的概念都化为了一湾清幽的潭水，
在我的心中独自散发着深邃的幽光，让我与作者共同打量着
人世的一切。

如果说开篇的《目送》是为了让读者走入一个无奈、疼痛、
温暖、回忆与念想并存的深邃的洞府中的话，那么，在最终
的一系列关于作者父亲病中与离世的文章，则是为读者设下
的一级级台阶，让读者看着一个老人在时光的折磨下如何离
去，然后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那深邃的洞府。

于是，在缠绵的思念中，我们又见到了尘世的光明，重新应
对万千世界。

在读着那一系列文字时，我总想象着那个在女儿、儿子以及
老伴的陪伴中逐日衰弱直至被死神接走的老人，这使我不禁
想到了我的爷爷。

原先任何一个人的正常离去，走的都是同一条道，是留不住
的，终究要离去。

只是觉得，作者的父亲与我的爷爷相比，更幸福。



可是转念一想，生命的本质不是一样的吗？何必太在乎外在
的雕饰呢？去往另一个世界的生命都会把今生未受的福赶回
来的。

这样想着，心中便宽慰多了。

有人评论说《目送》是21世纪的《背影》。

很明显，评论者的《背影》指的是朱自清的那篇。

可是，我却觉得这样的比较反而使《目送》中的一些味道消
失了，委屈了《目送》，如若再加上三毛的《背影》，那么，
《目送》那温暖与无奈的韵味才大抵被补全了吧！

目送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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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小学时，父亲常骑着那破旧的单车来接送我，开始觉得
还好，后来就变得反感了，但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十分唠叨。
每次上学都要问我要不要送？我说不用，真的不用？我说真
的不用要迟到了，真的不用？我不耐烦了，不理睬他，出了
门就走，父母又总在门口说路上要注意安全，早点回来，热
了要把衣服脱了放在书包里、中午要把牛奶喝了、一定要把
水喝完……我与普通的孩子一样这些唠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等我又大了一些，父母可以感受到我对他们处处的排斥。父
亲也渐渐明白，不再每天问我要不要送，但每天还是会唠叨，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对他们这样的表现十分“满意”。

读起《目送》时，突然发现所有父母的良苦用心，随着年龄
的增长每个孩子都会如此。这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
有关。”

某次快迟到时父亲再问我要不要坐单车时，我答应了，他显
然有些惊奇，又有些暗喜。于是搬出那辆破旧的单车，解开
锁让我做上后坐，一蹬一蹬，车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声音，但
车轮可以看出是打了气的。在刚升起的太阳的照耀与衬托下，
父亲的背可以看出十分宽大、温暖，父亲的背渐渐弯了。青
麻布的衬衣湿透了，穿了很多年的皮鞋上有着一层泥灰。有
点花白的头发一部分被汗水打湿，贴在脸上，一部分头发飘
在头顶上，脸色发黄发斑，日夜的操劳使父亲的皱纹越来越
深。脚还在一个劲的蹬，看到此景象我忽然有些心酸。在内
心里有些愧疚。

父母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一直注视着你，给你丝毫不亚于你
给你的孩子一样沉甸甸的爱。不管他如何，过得怎样。他们
目送着你，直到生命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