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读后感心得(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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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一

床头柜上静静的躺着我很喜欢的一本书，每天闲暇之余，都
会翻上几页，轻轻的读出声来，细细咀嚼，慢慢体会，“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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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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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追。”

初次读到《目送》是在初中的语文课上，那时候的我，因为
年龄和阅历的关系，还不能对这篇文章有深刻的了解，慢慢
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当我重读这本书时，我似
乎恍然间明白了作者所要描述的那种对父母、对子女、对朋
友以及对人生和生死的豁达以及怀念的浓情。

书中的第一个故事讲到了，逐渐长大的儿子，一次又一次的
离别，留给作者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背影。字里行间可以深
深的感受到，作者对孩子离开的不舍之情，可同时她又是一
豁达开朗的母亲，她知道，总有一天孩子会离开自己，她懂
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飞，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就像
她在书中说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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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有多少婉转的歌声，却唱不出父亲的温暖，世上有多少
华丽的辞藻，却描绘不出父亲的爱。都说，父爱是深沉而伟
大的，他的爱没有隆重的形式，没有华丽的包装，却一直默



默的伴着我们成长。岁月匆匆，时间就像指尖抓不住的流沙，
而我能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常回家看看，陪父亲吃
吃饭、聊聊天，用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用爱陪伴他的喜怒
哀乐，用事业感激他的精心培育。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二

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看到《目送》。

刚刚入夏，阳光热烈极了，生生让我感到了一股蓬勃的气息，
不停地涌动着。图书馆里凉爽的空气亲吻在面颊上，惬意的
很。

说实话，那时候只想着借一本《我与地坛》或《文化苦旅》，
因为着实喜欢富有哲理又笔锋硬气的作家。虽说是拜读过
《野火集》，但也无太大触动，觉着有点太过犀利或者别的
什么。

就在我这么想着时，《目送》“啪嗒”从书架上掉下来，落
在我的面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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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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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语句
在开篇，静静地，再一次叩击我的心：

追什么呢？到底在追什么呢？

我还是不大明白。方十几岁的年纪，还不懂得为人父母的感
受，或者为人子女的责任。



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外祖母，我的“爱己”。
我是外祖母最小的女儿的孩子，因此也独得宠爱。那时节，
每个周末，母亲总是带我去她家，家不大，装修也不精致，
小小的两层楼约莫全是她一个人打点，因而也充满了温暖的
人气。

不过那是后来才察觉到的。

稚龄的我一心扑在外祖母家的计算机上，和她邻居家同龄的
朋友心安理得享受极其丰盛的食物，未曾念过一点独居的外
祖母。我好像知道，她一直在注视着我，带着挤满褶子的微
笑，却意外的明媚动人。

也许她是想再多看一会、再多看一会吧。时间于她而言过得
那么迅速，她一定是不舍得：每次离开都步行送到巷口，步
履蹒跚，驼着背，像只老迈的猫；稍见浑浊的眼珠里倒映出
闪烁的夜色和我。她想陪我们再多走一点，再多走一点，可
是也只能一个人站在巷口，孤零零地目送着我与母亲一点点
踏上归途。她想追回过去的时光吗？曾经，这是母亲的归途
啊。

母亲牵着我的手，一路不停地回头，可我一次也没有回头张
望：

一次也没有。

二

都说老人会返老还童，上了年纪的老人逐渐变得像孩子一样
偏执，简单，丧失独立性，需要依靠，害怕孤单，害怕年轻
时的创伤和阴影。

我突然好害怕，是不是有一天，外祖母会变成这样，母亲也
会。近些天又一次随着母亲去了外祖母家，也算是忙里偷闲。



自从升上中学后，和母亲看望外祖母的时间突然少了许多，
不知道她会不会寂寞呢。

门口。一张悠闲的躺椅。一个闭目的外祖母。一只慵懒的黑
猫。又披上了早时的阳光，显得惬意极了。我正惊讶于外祖
母对于寂寞的适应，却不想外祖母不待我们走近便睁了眼，
怀里的黑猫轻巧地跃下又窜进屋去了。那一刻，那双眼
睛——虽说老年人看起来差不了多少，但眼睛却可以告诉我
们一切——比起回忆里，浑浊了不是一星半点，我突然感到
一种时光不可挽回的无措和深深的歉疚，他们黏黏糊糊地在
心头搅拌着，发酵着，酸涩的气息弥漫开来。我吸了吸鼻子，
别过头。

外祖母似乎更爱谈以前的事情了，一说就说个没完。平时也
没人同她说话，她大概也只能在家务闲下来之时，静静地注
视着外祖父的照片，想想那段青春的岁月了罢？外祖父在照
片上显得很年轻，所以我只能记住年轻的样子，没能亲眼见
上一面。

电视里播放着重复的综艺，我敢肯定至少播过十遍以上。但
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笑眯眯地看一遍又一遍，然后指着屏幕对
我和母亲说：“看那个男娃好有味咯！”然后咯咯地笑。我
不知这么形容是否准确，但我总觉得她越来越小了。

三

又一次离开外祖母的家。

她依然步行送到巷口，步履蹒跚，驼着背，像只老迈的猫；
浑浊不少的眼珠里已经难以倒映出清晰闪烁的夜色和我。只
不过这一次她似乎又很清楚地明白：不能再送了，一点点也
不可以。母亲依然在不停回头。我走了很久之后，偷偷地回
首：一个老弱的佝偻的背影，立在巷口，看起来像倚着墙，
可是我知道她不会，她不服老，想自己再站一会，就一会。



我看不清她的脸，但隐隐察觉她脸上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我分不清是灯光，还是泪水。

我听到了晚风的声音。很温柔，却把飘落的叶子一并带了下
来。我是不是终究会失去可以肆意撒娇的怀抱？可以容纳我
任性的海港？可以拒绝长大的空间？我忍不住，终于忍不住
哭了。

我想起我的朋友说我哭的样子很难看。我想收住眼泪，但我
阻挡不住内心的决堤。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

我以前也许只是单单为龙应台的文字所吸引，却难以体会许
多人因此潸然泪下的情感的涌动。可我现在已经难以控制自
己的泪光，会不会满脸都是泪光闪烁。

现在的我们，沐浴着长辈的目光，一步一步送我们远去。有
一天，我们要目送自己的儿女蹦跳着离开。我们很少回头张
望那个目送的人，只能感觉到坚实的爱一直都在。

可背后的目光，总有一天将消失。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长
辈渐渐老去；我们在照顾父母的同时，也要渐渐地习惯自己
的骨肉至亲一点点离自己远去。

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不会翻看这本书。但我明白，当我渡过
每个风雨瞬间时，都会想起“爱己”的老，想起龙父的去，
想起这本《目送》——我便无所畏惧。一辈子太长，没有人
能陪伴彼此从头走到尾。于是人注定寂寞，注定孤独。

四

孤独是每个人必经的宿命、生命的气息浮动着，又沉淀了。



最后一定是动人的巨大的美，即使岁月苍苍，年华不再，斯
人已去。

生命悠悠，此情可待。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三

翻开《目送》，竟然让我从头到尾保持眼睛酸楚的'那种感
觉——仿佛一个饱满欲滴的石榴果。

龙应台的文字温暖隽永，仿佛和煦的微风拂面，带着淡淡的
伤感，一点一点地浸透到灵魂深处。优美的文字，除了能够
撩拨人的心弦外，还能让人有一种美的享受。

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淡淡的文字，凭吊的语调，细腻的感受，
完全没有华丽的影子，也没什么大悲大喜，但却能让人很认
真地读下去，在无形间净化我们那被尘埃腐蚀的心灵。

这是一本记录她生活点滴的散文集。这本书中，她用优美的
文字记录了自己作为母亲在面对日益成长的孩子时所遭遇的
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自己作为女儿在面对日益苍老的
父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自己作为采访者所熟悉付出
的那份真切；记录了自己作为敏感细腻的女人在面朝大海，
耳闻杜鹃时感受到的那份凄楚和伤痛。

《目送》七十二篇散文，文字抚过了父母、子女的亲情，知
己好友的友情、周围世界的植物、动物、风景……用那最细
腻柔软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出最动人的心弦的那种感觉。读
起来，连呼吸都充满了共鸣的激动。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也成为
了那个凝望背影的人时，才会真切的体会到父母那份痛楚与



沉默。小时候父母把我们当孩子，父母老了我们把它们当孩
子。我们会懊悔，懊悔曾经的无知，但时间不留给我们一点
机会。我们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一切的感受，可被时间悄无
声息的挡住了。时间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懂得了一切，也让
我们失去了很多。

人生是一场别离。真的是这样，有些感受只能一个人体会，
有些泪只能一个人掉，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
个人过，有些路啊，真的只能一个人走。明白了这些，才算
是真真正正成长了吧。

人生这场离别，谁也逃不过。爱父母，爱孩子吧。相聚的时
候，请珍惜；离别的时候，请珍重。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四

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子女的父母，彼此的身份，是在一生
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完成转换只是第一次的目送是成长，
最后一次的目送却永别。龙应台说这就是生活和生命的本真。

向来以文风尖锐、犀利著称的女作家龙应台以一本《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享誉文坛，时至今日已过不惑之年的她逐
渐开始由关注社会公众领域转为关注自己的人生亲情感悟。
龙应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了对生死的经历之后，开始觉
得大部分社会议题其实都只是枝微末节。不过，她又说评论
与文学，两者都是我，而无论笔下书写的是什么，都总有一
个核心，那便是对人最深的关切。

《目送》一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写的七十三篇散文，全书分有
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三章。但这三章体例不大清晰，多为作者
一些游记及人生感悟，大致归作两类，一谈周边人物，一谈
家庭。前者琐碎杂乱，将经历的所闻所见，点点滴滴记录下
来，加以评论与感叹;唯后者谈亲情则着实感人，平实中饱含



深情，含蓄中不失真切。全书以时间为轴，以亲情角色为卷，
作者游走于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角色，用细腻的情感之笔勾勒
出每寸光阴中触动自己的背影，达到这种境界既需要时间历
练，更需要反观人生的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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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火葬的炉门，消失在火焰中。

文中没有歇斯底里的情绪，但却让你有哽咽的滋味，让你体
味到隐隐的悔恨与哀伤，正如作者所说，她的确是想让读者
从她的文章中得到感悟，她也正在用她心酸的经历给我们还
未曾有过悲伤体会的人指点迷津。从小到大，从上学到上班，
从欲走还留到不再回首，孰不知每一次的启程，都有一对关
切的眼神在背后凝视着。是因为越来越独立了?还是越来越忙
碌了?甚至有时连再见都没说就走。是的，我们都太忙了，忙
着学业，忙着谈恋爱，忙着结婚生子，忙着事业。

时间越来越紧，脚步越来越急，但我们是不是从未想过，能
与父母相望的日子也在一天天的在减少?难道真的要经历作者
在医院目送父亲的那一幕，我们才能顿悟吗?我们无法医治父
母身上的病痛，我们也无法阻止生命进程的客观规律，但我
们至少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他们;孩子们固然要长大，
总有一天要张开翅膀飞翔，但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年少的时
候多一些爱的呵护，我们可以以身作则，教会他们更多的生
活技能，更多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少些应酬，多陪陪家人，放
却一些无谓的纷繁杂乱，多关心你身边的人和事，善待他们，



这样当你一次次面对背影的时候才会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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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含泪看着我们渐行渐远。做父母的
也要明白，孩子不是你的附属物，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你能给孩子的只是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让他(她)自己体会
孤独、挫折、失败等种种坎坷，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有些
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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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心得篇六

我喜欢龙应台，喜欢她当年大声质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
生气！”的豪气，喜欢她“水泥地里种花”的决心，喜欢她
毅然辞官、回归书桌的果敢。她的文字总是那么的动人，时
而锋利，时而温婉，时而脆弱，时而感伤，时而朴实，时而
华丽。如今重拾她十几年前的《目送》一书，内心再现一股
莫名的感动。

《目送》中有七十多篇散文，记录的都是日常小事，却满纸
温情，仿佛走进了她的生命，感受她目送父亲去世的悲痛，
感受她目送苍老母亲背影的忧伤，感受她目送儿子远去的怅
然……呵，生命中，该有多少刻骨铭心的目送！

最爱读开篇散文《目送》。里面写到，儿子华安十六岁那年，
作者在机场目送儿子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她冀待华安消
失前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也没有……读到这里，不
由得想起她在《为谁》一文中有这么一句：“油米柴盐一肩
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
姐。”想到在汹涌的母爱面前，她竟能毅然收敛起满腔的骄
傲和锐气，委屈地选择让步，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的心痛。
然后，又想到自己读大学时每次父母送我去车站，我也是头
也不回的。想到我的父母可能也像龙应台那样站在小路的那
一端，看着我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当父母久久伫立，
远远目送我乘坐的大巴渐行渐远时，是否也会怅然若失地感
慨：“四顾苍茫，唯有目送”。而彼时，我可能正坐在车上
与女伴聊着假期乐事！

我知道，直至我的背影完全消失，父母才会停止张望，怅然



离开。我也知道，只要我一个回眸，他们就会欣慰万分。但
是任性的我依然选择不回头。是的，为什么要回头？为什么
要让他们牵挂？为什么不能留给他们一个坚毅的背影？我不
回头，并不表示忽略。我不回头，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能，
而且必须能独个走好前面的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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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还将不断往前走，我会牢记与珍惜背后
那些从高大到佝偻的身影和他们充满期待的目送的眼光，带
着爱和释怀，继续不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