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模板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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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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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三

涉过浓密的江离，粼粼的小溪里，那只睡着的白天鹅，让妈
妈泫然欲泣地跪在丛中拍摄。妈妈难以想象的是，长成少年
的飞飞竟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小孩！”

妈妈的心颤抖了一下，原来，时间真的不可追。

安安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妈妈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的拥抱，
妈妈才察觉自己的头只能贴到安安的胸口，像是抱住了一只
长颈鹿的腿。



安安在长长的列队里，等候护照检查，妈妈就像小时候一样，
泛着微黄的眸子跟着安安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直到，
直到和从前一样，把他完整地装到瞳中。

这时，妈妈想起了一段让她难以忘却的故事：

在金盏菊畔，安安把背对着妈妈的身子转了过来，紧紧抱着
妈妈，呕心沥血地哭喊着：“妈妈——安安，也要和妈妈在
一起！”

故事在妈妈的脑海里重新播放了一次。妈妈微笑着，等候，
等候安安在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过了很久，安安没有，
一次也没有。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这句话是这样简单明了，令人不禁掩卷深思。回首彼岸，纵
然发现光景不在绵长，父母就似那等待孩子回目一瞥的母亲。
一切只因前世今生的缘，他们所茫然的，所渴望的，只是子
女的珍惜吧。

“来一斤母爱”是现代子女共同的误区，也许再一次回眸，
你和你的父母已经成为生生的两端，彼此，永远站成了岸。

初二:傅龙鸿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四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总有一天会再重逢。”

——题记

放下书，天气很热，像是斜阳不断散发着热浪。风扇在头上
呼呼的刮，我的视线却凝聚在眼前这本合着的页脚轻掀的



《目送》上。

“所谓母女父子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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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对这段话
记忆深刻，是因为它适合形容每一种心怀不舍下的离别。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在即为人母
又为人女的人生岔路口，看着深爱的人渐渐走远。

而令我感触颇深的，大概是母亲的老和儿子的离。

首先是母亲的老。

龙应台费了很多笔墨在写母亲老了这件事上，将岁月蹉跎，
年华老去，时光匆匆的影子投在白发苍苍的母亲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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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我顿时有些伤感，愁绪不知从何而
起，却固执地萦绕在我的心头。

大概是想到在几千个日夜后，为我操劳无数的母亲也要芳华
逝去，不再能窥探到任何年轻的影子，对于熟悉的孩子，色
彩，文字，那些记忆在大脑皮层的褶皱里歇息，甚至如同龙
应台的母亲一样——会忘记她的女儿是谁。但其实读完这一
章，我也清楚的知道，老去，逝去，被遗忘，都是人生不可
避免的，是完成这趟旅行的终点站，也是一本小说的尾声，
最后的篇章。

其次是儿子的离。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离开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
一次都没有。”读到这里时我内心有一丝愧疚，我这个做女
儿的是不是也一直在被目送着，从牙牙学语到识字读书，从
稚嫩孩童到意气少年。我可曾回头留恋过？好像不曾，好像
次数太少，我根本想不起来。也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默认了



那个心安之处的避风港一定会在原地等我，好像时间会停驻
在那里。实际上青丝下掩藏着缕缕秋霜，滥觞于青春年华的
活力早已黯然无光。原来我们两人之间也隔着一道门，我在
门里头，她在门外。年少的我固执的认为这扇门隔开的是两
个世界，或许她曾叩响这扇门，可我漠视，我淡然。

如今我的世界因为有了太多感触开始剧烈振翮，翻天覆宇中
打开那扇门。意外发现母亲还在门口等我，想到这里鼻头一
酸，被目送者竟一直是我，远行的是我，毫无波澜的也是我。
想起儿时怪罪母亲“为什么不多陪陪我？”，如今母亲辞掉
了工作回了老家，在家里操劳，总是拿着洋娃娃在过家家的
小孩长大了，发现目送竟是一个轮回，年轻时父母目送孩子，
年老时孩子目送父母。

读到最后，我发现这本书其实是龙应台对于自己的目送，是
作者与文字间的一种离别，每写一行字，就是在目送自己的
过往经历，与此情此景此人渐行渐远的距离。这些缘分，也
在电脑文档最后点击“保存”的时候，就此别过。

人生就是在目送和被目送的交替中进行的，可目送是只有哀
伤和寂寞吗？我想不是的。轻狂的少年总有一天会收敛锋芒，
远去的旅人总有一天会魂归故里，而渐行渐远的自己总有一
天会懂得珍惜，或早或晚，一直都来得及。

如果还是轻狂的少年，就请多看看家人的笑脸；如果是远去
的旅人，就请寄回旅途中的明信片；如果是目送中的背影，
就请回头，对目送你的人，回以一句“再见”。

再见自会重逢，重逢自会再见。

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总有一天会再重逢。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五

她的笔划过三代走过的人生轨迹，划过幽静的市井深处，划
过红尘间都市的繁华，划过盎然春色，划过刺骨寒风；她一
枝笔划过人生，看尽人间悲喜，从灰白的老照片到缤纷的彩
照，她总是能用笔将定格的那一瞬轻轻点醒，诠释那一个个
目光中流出的情感。

她，就是龙应台。

本以为，《目送》只是一本屡见不鲜的平常散文集，但翻开
品读后，她犀利的笔触，刹那点亮了我的心灵，唤醒了我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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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不被这样的
话语打动。漫漫人生旅途中，又有多少人理解这句话呢？亲
情不需要浮夸的幸福，不需要无端的享受，而仅仅是不断用
充满爱与期望的眼神目送他渐行渐远。这是人生之法。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途何适，
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她仅用这句就点醒了无
数人之间相信与不相信的争论。她的语言不偏爱任何一方，
只是用一种朴实的笔触告诉人们，人生的漫漫长途，就是在
不断地相信与不相信之间行走，年龄的增长意味着你正在相
信或正在不相信。这是人生之道。

只有尝尽了人生甘苦，才能深刻理解法与道。这本不厚的小
书就奇迹般道尽了人生，有惊喜，有悲哀，有感触，有深度。
至少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相似的故事。

一朵花瓣落在书上，是春要来了吗？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六

老实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还未曾亲自目送过其他人远
去，毕竟年纪还小，就算有过，也不会有过多么复杂的情感，
也不曾有过如此多的感概与思绪。

但是，被目送的经历，我有过多次，不知为何，记忆中的一
个个片段始终格外清晰，清晰到那一次离别的每一点细节，
清楚到每一句叮咛，一声离别的话语，还有那一双双眼睛，
那一双双目送儿女们离去的眼睛仍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
是目送儿女远行的眼睛。

我总记得，每次稍远或稍长的分别，比如去军训、去夏令营
等，只要有条件，都是父母双双一起为我送别的。每次与父
母分别时，父亲总是默默地为我从车上取下行李后便又会静
静地回到车里，让母亲陪我走到大巴车上，而我与他的别离
似乎也格外的简短，短到有时我甚至还来不及去再与他道一声
“再见”，给他一个拥抱。可是我永远忘不了，那双最后望
向我的写满并非都是不舍，而是一种鼓励、坚定与信念的眼
睛。我当然知道其实他内心会有更多的担心和不舍，只是那
一瞬间眼神的交错给了我足够安心，让我感觉到什么是后盾，
让我明白，我不止一个人。

母亲每每也总会催促我早点上车，好找个靠窗的座位，别再
晕车了，我也总会听话，一个人拿着包走上车，挑个靠近窗
户的座位坐下，然后再静静地多看几眼妈妈的身影。妈妈也
会快速地找到我的位置，然后同样静静地看着我。

机场上，我打开了书，翻到了这篇名为《目送》的文章，读
了一遍又一遍，泪水也忍不住悄然落下。爸爸妈妈，您们也
如此吗？也是在目送我的背影渐行渐远吗？您们也会目送我
长大然后离您们远去吗？您们也会舍不得吗？也会倔强地想
我像小时候一样留在您们身边吗？我恍然明白，原来目送并
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我们总会有那么一天，在目



送中长大成人，然后目送我们的父母老去，目送我们的下一
代长大。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目送，
我们目送时间的流转，目送岁月的远去，目送一天一天来了
又去.......我们根本不必追，因为，追不到。

后来，我逐渐明白，我们的一生啊，便是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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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中目送的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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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