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后感(精选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目送读后感篇一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地透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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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的
语言让人心醉，一行行群蚁排衙般，写父亲的离开、母亲的
忘却、孩子的别离、朋友的牵挂，写那些失败和脆弱，写不
舍与默然，写尽了生活的曲折和温暖。

初读《目送》，先是被封面所吸引，淡淡的墨绿色和鹅黄色
渐深渐浅的，多窝心的色彩呵。让我不禁就想到了泥泞的小
路上，驼背的老母亲撑着把黑伞，眼眶已经红了，但是怕女
儿看到，便哽咽了下来。是对自己骨肉的不舍啊，那可是一
把屎，一把尿养大的，看着她从哇哇啼哭的婴儿到成熟懂事
的大姑娘。而现在，却要望着这样一个亲切而又陌生的背影
远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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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目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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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是在父母的追望下离开，然后去追逐自己所向往的东西
呢？你向往舒适、富足的生活，离开父母的视线去打拼。你
或许已经是职场精英了，了解最新的资讯，清楚最近哪种养
生之道可以消解疲劳；那你还记得吗？如果，我是说如果，
目送你背影离开的老母亲现在正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不断
朝蔓延向村外的小路的尽头望去，那里没有你的影子了。因



为身子骨不灵活了，她就干脆站着，免得坐下了，没人搀扶
站不起来。在她记忆中，对你的记忆也就只有她舍不得忘掉
的背影了。回来吧，就算只是看一眼你的背影，她也愿意啊；
回来吧，人老了，是不是就招人讨厌了呢，是身上那种曾经
熟悉，现在却又令你厌恶的味道还是把你当成小孩子一样照
顾，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呢？再也许，你也还怀念那一声声的
叮嘱吗？你早就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只不过怕再次离
开的不舍吗？不管是“如果”还是“也许”，回来吧，母亲
想忘了背影，看看儿子英俊的脸，记住它，在她老去的路上
温暖她；回来吧，所有的父母都想忘了背影，那么就在在离
开时，回过头来看着父母离开，记住他们的沧桑的背影吧。

作者龙应台是个母亲，她看着两个儿子的背影离开，是孩子
们介意母亲的深情吧。每个人都拥有两个背影，一个是儿女
的背影，另一个便是父母的背影。

当父母到了另一个地方，也许就像《天蓝色的彼岸》里说的
那样，他们会在那个地方等你老了，和你一起前去那个叫做
天蓝的彼岸的地方。龙应台细细的、淡淡的写着父亲的逝去，
母亲的失忆，生活还在继续，不能被周遭的杂乱所影响。

李白目送孟浩然，苏东坡目送弟弟苏辙，不仅仅是父母，这
样的目送就如龙应台说的，不断地目送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般目送，带着爱和释怀，再多的遗憾都不过在目送中远去，
我们只能往前走，填补那些目送背影的遗憾与空缺。

父母是花，父亲是石斛兰，母亲是康乃馨，他们是花，要谢
的花。不要忘了，来看此花时，那一回头的目送就将不再留
下什么惆怅与空白了。

目送读后感篇二

看望一眼，而留给的却是一个背影；欣慰的是，年幼的孩子
长大了，不再总是和父母粘在一起，让父母懂得了如何去放



手，让儿子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真的，“不必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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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目送》带给我们的人生哲理。

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目送》读后感300字《目送》读后
感300字。当我们做父母的，第一次送儿子到幼儿园读书时，
在校门外，儿子也曾依依不舍地一次次回头注视着我们离去
时的背影，但当儿子长大后，也是否感到背后目送他的那两
双热切的眼神。

目送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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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四

看了龙应台女士的《野火集》，当时我的心很沉重也很受震
动。而且我以为这位作家和柏杨先生一样，是以揭露社会的
黑暗面为写作任务的，是愤世嫉俗敢于针砭时弊而笔锋毫不
留情犀利无比的。但是事隔将近二十年的今年暑假，拜读完
她的《目送》，我却热泪盈眶，酸楚了整整一个暑假！想不
到我一直敬重的这位作家也可以温婉如许！

关于父亲，关于母亲，关于儿子，关于兄弟姐妹，关于朋友，
关于自己；

关于生，关于死；

关于同存于这个世间的另一个国度人们的苦难，关于战
争……

怀揣满腹的柔情，龙应台用一枝饱含深情的笔，写满爱与沉
思。喜欢这样的写作风格，像午后在斑驳竹影中品茗清茶，
有微风拂面，有清香袭人，有苦甜交融，淡，却韵味悠长，
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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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渐行渐远，渐行渐远……

人生如棋，世事难料！十五岁即只身去省城求学，每次背满
母亲的叮咛，在沉甸甸的母亲的目送中离开家乡，远远地回
首还见母亲身影。在长沙工作后却是心情复杂的看着母亲探
望我离别时背影离我越来越远。就这样不断重逢不断分离，
我由懵懂无知的少年渐入中年，成熟而冷静。父母的脸沟壑
纵横满是沧桑，走路不再矫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大概



就是这样吧，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只是淡淡如水，却绵
延悠长，它就藏满在每次长久的目送中。

而我的樱子，正在我身边酣睡的樱子。我又该如何面对这个
上帝赐予我的最美的天使？

“你的孩子并不属于你，他们是生命延续的代表。”“他们
经你而来但非为你而生，你可以给他们爱却不能给予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心。”“你可以给孩子一个家，但这不是
他心灵的住所，因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他明天的家。”

父母子女如此，兄弟姐妹如此，朋友亦如此，大至这个世界，
何尝不如此！我愿我深情的目光，看着所有的亲人朋友，随
意自然，开心忙活，平静到老。

目送读后感篇五

文/潘俊宏。在一个惬意的午后，我走进了龙应台的《目送》，
书里每一个不同人的故事、每一个不同人的感悟，都深深地
印在我的脑海里。目光看向已近黄昏的窗外，我却陷入了深
深地思考中。

人啊，永远是孤独的。人的一生中总会遭遇很多，我们会面
临生死离别，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我们要学会一个人走。

回忆翻到青涩的小学时光，依稀记得被撕坏的日记本，被翻
乱的书包，风把书页吹得沙沙作响，它们跳跃着好像在开着
玩笑。妈妈依旧只关心我的学校犯的错误，那时没有人知道
我怎么想，没有人知道我有多难过。我内心的呐喊是：一点
儿也不想长大，想要一切都如意，没有难题和烦心事，想要
妈妈温柔的安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天像作弄一般，硬
是和我反着来。老师的有色眼镜、与同学相处的不愉快，一
时之间都让我束手无策。还记得妈妈当时耐心地开导
我：“要学着长大，即使不喜欢也要学会面对，成长这条路



只能靠你自己走。”

学会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学会如何为人处世，学会冷静
面对每一件事情，学会受到委屈勉励自己，也许在安静的夜
晚会流泪，但在一个人的道路上一定会越挫越勇。挫折，困
难，总有不能与朋友分享的东西，只能靠自己。

不仅仅是成长，人生这条路也是要自己走。即使是全世界都
在对立面，所有的不平等和委屈都对着你，你只有一个人，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读后感篇六

龙应台在《目送》中刻骨铭心地叙述了她眼中的生离死别，
道出了她对亲情、友情最真挚的感悟。每一字、每一句都仿
佛在用灵魂诉说着经历生死之后的悲痛与思考。而我最能真
切体会到的是这难言而又深沉的母子之情。正如她所写：

是啊，我们的人生终究只是别人眼中的故事，而这次故事的
主人公是我们和自己的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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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己也就慢慢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当我们为曾经
的过往感到遗憾的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

关于爱的文字有太多太多，并非每个人所写都能唤起人们的
共鸣与感悟。《目送》却用朴实而真挚的文字牢牢抓住了我
的心，甚至有时它又像一把刀一样，会在不经意间隐隐地将
你刺痛。”不用追“代表了母亲的理解和无奈，这最纠结的
情感便是龙应台想要表现出的母爱，而这也成为了让每一位
读者感同身受并深陷其中的理由，或许这就是龙应台想要告
诉我们的生活与生命的本真。这些温情的语言，如纯净的溪
流缓缓地滑过我们内心的每个角落，使我们深陷尘世羁絆的
心灵一次次得到解脱和自省。



她写自己父母的种种，以女儿的角度感受父母的爱。他写儿
子的种种，以母亲的角度表达她作为父母的爱。她经历了人
生的种种，体会过角色轮换的辛楚，所以她对亲情的理解是
那样真实而又深刻。每个人都能从中体会，却又并非所有人
能够完全体味。只有真正有所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所以，
《目送》是可以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书，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
你所体会到的必然不尽相同。想必只有当你也感受过世间百
态，尝遍过人间冷暖，方能真切体会到蕴含在这本书中的浓
浓的羁绊。

人的一生总在情中度过，所以人很容易被情所左右。有人曾
为了爱情放弃一切，却在亲情这条路上迷失了自我，失去了
本真。养儿方知父母恩，我们还体会不到为人父母目送自己
孩子远去的酸楚，但我们定能体会到父母在我们身上的用心
良苦。爱情的美好值得每个人去追求，但亲情的伟大更永远
不能忘怀。龙应台在《目送》中描绘的点点滴滴都在叙述着
她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快乐与忧伤。对于父母不幸的遭遇，
她只能无奈地接受与承担，但对于我们来说，能做的还有很
多。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安好，生活幸福，就更加应该趁着
岁月的齿轮还未转过那一刻之前，把对父母之爱的理解付诸
行动之中。”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苦涩并非人人都会经历，
但当不幸来临之时，又会有多少遗憾之人痛哭流涕。如果不
幸之前满是幸福的痕迹，那不幸并非再是不幸，而是幸福的
延续。

读过《目送》，你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亲情的千姿百态，你
对人生也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思考。人生不过生死，说说
容易，但其实你也只能经历几次，而每一次带给你的只有难
以想象的悲痛。人在悲痛中成长，这便是人生。生死永远是
藏在人们心中的话题，不会轻易谈及，却总会避无可避。看
透生死并非合理地追求，但能感悟生死却应该成为每个人一
生的夙愿。不要以为你还年轻，生死太过沉重，年轻的生命
往往会更加容易逝去。如她所说：”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
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人生短



暂，在你珍惜人生中每一种情愫时，不要忘了爱惜自己的生
命，因为情感只能用生命去体味。

最后我仍想用书中的一句话结束我对于亲情、对于生死的讨
论。

但愿我们都能在离开前弄懂。

目送读后感篇七

《目送》是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

多少一幕幕人间真情被龙应台那传神的笔触，完美地记录在
这一行行文字中。从与孩子的离别，到与人生中各种凡尘小
事中最真切的离别，再到与父亲最后一次悲壮的离别，字里
行间时一次次深情的目送，在这一次次目送离别之间，充满
着世界最亲近的亲情。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一次次诠释着最
动人的别离，一次次最深切的目送中，三代人的亲情一览无
余。为人母的作者目送她儿子走进学校，走向独立成人的生
活，深切地表达了一个母亲最真挚的心境。作者也谈论家中
趣闻，与朋友，与亲人，有喜有悲，传情自然。作者又用尽
笔墨，写父亲，写母亲，为那至亲之人的老去，做最后一次
深情的目送。多少感人的瞬间，如照相一般记下这永恒的亲
情，也有感叹生活，体会人生世界的闲谈随笔，每一篇文章
都是一段作者甚至世界上所有人和亲人的人生写照，有时欣
赏，有时催人泪下。

合上书，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是为世界人生事件中的冷酷无
情伤感，还是为人间至亲之情感到内心的温暖？人情又是什
么？是告别中一次次对亲人的目送，还是困难时心里亲人无
形的安慰呢？人生中的亲情像一味神奇的中药，虽苦，然而
最能治愈心灵的创伤。

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成长经历中，都少不了亲人对自己一



次次深情的目送。我的母亲和文中的作者一样，曾一次次目
送自己年幼的孩子走向成熟，走向明天，自己却在一次次目
送中老去，与孩子远去。每个母亲都在与自己的孩子贱贱的
别离。十五年前，我是母亲怀中安睡的那个孩子；十年前，
我是母亲眼中那个背着小书包跨进小学校门的孩子；如今，
我提着行李箱走入寄宿制学校。回首校门，突然从一群家长
之间一下子认出了母亲，她凝视着我，让我情不自禁地向她
招手。从她的目送中，我发现了所有母亲目送孩子时的那一
份深切的亲情，这至亲的眼神中是担忧，是不舍，是对我丝
丝的牵挂。回想母亲对我的一次次目送，我领悟了这就是被
多少人赞颂的亲情，是与山同高、与海同宽、亘古不变的永
恒的真情。

一次次目送中，是母亲的亲情；天下的孩子，有多少母亲在
目送你们远走高飞。愿你我能像龙应台一样珍惜母亲的目送，
让这份亲情像陈年的酒一般继续发酵，时间越长，它就越香，
越醇。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他们的缘分，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我的背景渐行渐
远。

目送读后感篇八

《目送》中一共有散文七十二篇，主要是对亲情和作者周边
人物的感悟，写孩子的成长，父母的老去，各种真实的情感。

这本书与其说是龙应台女士对自己生活的回顾与反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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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第一篇文章《目送》命名，也以
此文最为精彩，文中描写作者目送儿子踏入各种不同的门。
儿子的背影，愈来愈高大，但却从来都没有犹豫，没有回头。
这种落寞感，使她回忆起当年父亲用廉价的小货车载着她去
大学报到。父亲因觉得女儿会嫌弃小货车太穷酸，便在校门
口放下她和行李转头就走，留下一团黑烟和背影，多年后慈
爱的父亲过世。作者又在细雨中，目送着父亲的灵柩慢慢滑



入火葬的妒门，消失在火焰中。

做儿女的要明白，在父母的有生之年，让他们的眼睛多点落
在我们的面孔上。

1.《目送》读后感

3.《目送》读后感

4.目送读后感

5.目送读后感范文

6.龙应台目送读后感

目送读后感篇九

慢慢的，慢慢的，我明白了所谓的“父女母”只意味着你和
他的缘分就是一辈子看着他背过身去。你站在小路的这一头，
看着他在小路的转弯处渐渐消失，他背着你默默的告诉你：
别追了。

时间是藏在黑暗里的一只温柔的手，当你恍惚的时候，东西
随着星星移动。当你真的转身看他们的时候，黑发如墨，现
在却被冰雪覆盖。岁月带走了他们的青春，却在他们的脸上
留下了痕迹。他们看着你转身，只笑，谁能知道内心的苦涩？
世界上只有父母一直在等你，只有父母一直在守护你，世界
上只有父母一直关心你。

龙应台的《目送》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夏天，凉风吹在脸上，绿柳在风中遥望远方，就像妈妈一样。
我妈妈站在柳树下，看着我后退的背影。我转头看她，她的
目光一寸一寸随着我移动，眼神中带着愧疚和失望。今天是



开学第一天，她没有和我一起去。因为她知道有一群活泼可
爱的孩子在等着她。我有点失落，但还是一个人踏上了上学
的路，因为我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我们拼命学习如何成功冲刺100米，却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在
摔倒的时候有尊严的摔倒；膝盖有血的时候，怎么清洗伤口，
怎么包扎；当你的痛苦不堪时，你用什么样的表情面对别人？
如何看待内心流血的创伤，如何在一头栽倒时获得内心深处
的平静；心脏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该怎么清理？没有人教会
我们如何接受失败。然而，随着我们的成长，许多人关心我
们，他们在等着我们。但是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很多人来
来去去。毕竟，你是唯一一个解决这条路上发生的事情的人。
没有人能取代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坦然接受现实，
面对未来的挑战。在路上磕磕绊绊是不可避免的。跌倒时站
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修行的路永远是孤独的，因为智慧一
定来自孤独。

没有人能陪你走到最后。这条路上永远只有你一个人。都是
你生命中的过客。我们应该学会独立、勇敢和敏锐。愿我们
每个人走在人生的路上都平安。

前面的路不容易，但是一路上有很多美丽的风景等着我们，
所以你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条路上只有你自己。有些事情只
能一个人做。有些障碍只能一个人通过。有一些路。只能一
个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