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目送读后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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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目送读后感篇一

龙应台的文字向来都是细腻动人，富有人生哲理的。她的文
字总能给我带来心灵上的纯化，宛如一场春雨洗涤我的灵魂。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都被我采下，每一个当时都
稍纵即逝，稍纵即逝。”美感真的是稍纵即逝。有时它来自
于大自然的某一处。许是一片落叶翩翩落下的瞬间，许是一
只母狗哺育自己儿女，每个片刻都稍纵即逝。可是，现实中
的我们又有多少人与龙应台一样。善于发现美，摘录美。而
我也被自己列为了忙碌奔波的一族。每天清晨面对这蓬勃的
朝阳，睁开那朦胧的睡眼，醒了，叮铃铃，又放学了，周而
复始。经常抱怨着人生为何如此平凡无聊，生活是那么无趣。

龙应台的这段文字给当时的我无非是一个很沉重的启示，那
时的我是那么无知浮躁，甚至于连“美”都不常发现。其实
当我们走在上学的人行道时，棵棵绿树挺拔直立，片片绿叶
儿互相推攘，风儿刮过耳边的沙沙声，无疑是一种美。当在
马路上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牵着手，散着步，这无
疑是一种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的美。野草在夹缝中顽强求生，
努力生长着，这无疑是一种不懈奋斗的美。生活中不乏美的
身影，只是浮躁的我们被蒙住了双眼，让这种种稍纵即逝的
美逃离我们。我们要懂得发现美，享受美，温暖美。

我们生存在这浩瀚的宇宙中，生活在这温暖的行星中，生活
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度过这我们的一生。可是又何尝有多



少人懂得生命的真谛。21世纪是一个新时代，同时也是一个
浮躁而忙碌的时代。想想，当我们坐地铁时，看见的都是什
么？是一排排拿着手机刷微博上网的一颗颗迷茫的心。当我
们知晓“3。01昆明”惨案发生，看到的又是一颗颗无知愚昧
的心，他们许是为了钱财伤人性命，许是为了他们那可笑的
信仰。他们在追求些什么？寻找着些什么？执著些什么？我
不懂。人的一生何其漫长，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着。可是有些
人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追求。而我也不全都知晓，只是单
纯的懂得了一小部分生命的意义。也许便是“爱着，懂着，
真正地追求着。”正如龙应台所说：“难的是，你如何辨识
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

在这世间到处都是“尘埃”，遮蔽着我们的双眼，我们应该
学会透过这层层迷雾看懂“什么”，知晓“何为活着。”

龙应台曾在序中这样写道：“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
见不一样的东西，得到不一样的“明白”。而我来到
这“花”前，感悟了人生，感受生命的真谛，感受到了从前
未曾有过的宁静，只因它的文字温暖而深沉。

目送读后感篇二

暑假期间，我阅读了龙应台的《目送》。其中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一段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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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作者的儿子准备离开台湾，去国外念书时，送儿子离开
时，儿子的背影。随着丈夫的离去，剩下的只有龙应台自己
一个人。通过儿子的背影，我感受到了与儿子之间亲情的纽
带，尽管只是背影，但也表现出儿子离开时独立坚强，不希
望父母担心的背影。或许这是亲情，在与不在，不强求，只
求能目送你远离。



这本书最感动我的故事是描写母子之间亲情的故事，从年少
时的懵懵懂懂到青春期的叛逆、再到长大后的追求独立，这
些成长的故事，与我们又是如此相似呢。而应台也详细写道，
她与在国外念书的儿子的通信方式之一是互相写信，这样漫
长又略显浪漫用心的交流方式，确实是很真挚的交流，而我
现在似乎已经很难愿意拿起笔写下一封信交给朋友了。“从
前时间过得慢”，却与现在的快节奏生活格格不入，但也不
是未曾没有想过拿起笔和纸，写下一纸情书，贴上用心挑选
的邮票，投递到附近的邮箱里，让这封信漂洋过海随风而去，
去到父母、朋友的身旁。

自从上了大学，与父母不在一个城市。每次只有寒暑假才能
回家见到他们。与他们的交流几乎变成了在微信视频聊天。
生日时，发一句生日祝福话。这样的交流方式与面对面聊天
是存在很大差异的。这样我们的沟通是碎片化的，几乎只有
在想起来了之后，我们才可能会想起电话另一端远在家乡的
家人，而微信上经常聊天的的却是天天见面的舍友、同学、
或者素未谋面的学习伙伴。而远在另一边的父母为了不打扰
到学习，所以几乎不会主动发消息。所以，我每当我想起家
人，首先必定会打开微信，点开家庭群，找到最近的照片，
迫不及待地分享给他们。虽然他们少有回复，但是我知道他
们有在认真看。

每次离家上学，都是父亲送我来高铁站。其实，我每次进去
前都是和父亲提着行李箱和我一起等车，嘱咐我这个东西带
了吗？那个东西带了么？然后在发车前5分钟，就让车站外的
父亲先回去，于是就隔着玻璃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离，而
我也不得不回头，走向即将驶往学校的高铁。这样，我希望
以后都能一直看见父亲的背影，每一次都能来高铁站送我，
让我安心的离开。

看了《目送》之后，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每次回家，跟在
他们身后，看见父母幸福快乐的背影。看着他们相亲相爱。



目送读后感篇三

重读《目送》，总有一种静默而细腻的温暖。

似乎，一切关于生命的细碎与美好都被作者收藏于对这文字
的目送之中。

我们在人生的驿站上，亦行亦别，又目送过多少温暖与心酸。

落花缤纷，大雨滂沱，秋叶飞旋，冬雪轻拂，一场目送，几
许流转。

或许，挚爱总是深沉和凝重的'，因为有这些份量，所以亲情
不会走远。

龙应台的《目送》，会让亲情的微光再次闪耀于你心中。

目送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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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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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龙应台在
《目送》中写到的这段话，像小心地吹掉陶瓷上的灰尘一样
轻轻地飘入我的眼帘，但却软软地划开了我的心。

《目送》中的孩子踏上那条叫做成长的路途，他已充满力量，
蓄势待发，急着去披荆斩棘去开天辟地，再也不能忍受母亲
对他缠绵的爱。于是只是吝啬地留给她一个无情的背影。着
背影轻飘飘却冷得彻骨，灌入母亲的瞳孔里如同倒入一股寒
风。母亲只能目送他，最终她双眼中燃起的火光被寒风吹灭，
没有任何火星的残留光亮，只剩下一滩湿漉漉的灰烬，散发
着草木香灰的悲凉后调，沉淀出无奈心酸的轮廓。她不得不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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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绪被拉扯回那段生了锈的时光中。“文韵！走慢点，妈帮
你背书包送你进去吧！”母亲的嗓音突兀地闯入寂静的校园。
我不耐烦地转身对她翻白眼，“不用。”冰凉的声音反射出
冰雪更加凛冽的光。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用背影告诉她：
不必追。于是她站在原地目送我离开。而那句“不用”的话



语断在阳光里看不到痕迹，可是谁都听得到那些痕迹破裂在
她的内心深处，千沟万壑。唯独我选择捂住了耳朵。

后来我常梦到这样一个梦。梦中，我和母亲分别，我离去的
背影牵扯着母亲绵长的目光，我不断回头，瞥见她的目光里
盛满温柔，仿佛夕阳一般笼罩在我的身上，暖暖的。她涟漪
般徐徐散开的笑容抚醒了一大簇绚烂的野花。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是请在离别时，回一次头，给那
个目送你的人一个微笑，哪怕只是轻轻的一瞥。趁现在，趁
她还在。当记忆的时钟缠上碧绿的爬山虎与白色的野蔷薇穿
插在我们灵魂的空隙时，才不会留下遗憾。

目送读后感篇六

寒假回家重新拿起了《目送》，想起当初是不是太衝动，将
它买回家却没怎麽仔细去看看，或者是看了一点觉得乏味，
搁置一边；又或是看过之后记得不清，又忘记了。都有可能
吧！再次翻开这本书，不知道为什麽突然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一种悲凉又带著无波的感觉。或许我已经开始明白龙应台在
书中写的一话了吧。像是：“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
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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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过一遍了。那
天的我不正是这洋送走爸爸；那天的妈妈不正是这洋送我离
开。拿起一支笔，想了想，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虽然记不
住什麽，但是会好好的去看。”可能只是一时的感触让我一
时兴起。

昨天，我，回家了。在学校的最后几天，一直在想，回去之
后，怎麽和隔开很久的同学，朋友见见，聚聚；怎麽玩好；
怎麽开开心心把所有的心情都给这个假期。在回家的车上，
很无聊，很难耐，不知道是我在失望什麽。终于在四个小时
之后，我打开了那扇隔别数月的门，看看没什麽变化的家，
原本激动的心情像是被什麽轻轻的静静地抚平了一般，很平



静。看著妈妈上来问了句“吃点什麽”，拎过行李，原本想
了很多的我，却只想好好吃点妈妈烧的东西，好好在自己的
浴室洗个澡，好好地在椅子上坐著和妈妈聊聊天。

或许洗过澡之后，人变得清醒许多，我有点失落，有点后悔，
有点不开心。只是对自己的不满。果然，家才是自己最好的
归宿，爸爸妈妈才是自己最好的依靠。没有特别的欢迎会，
没有特别的热情似火，就像是平常地一件小事，真的很平常。

龙应台曾陪著母亲聊天，其实不算聊天吧，只能算是回答母
亲的问题，一遍一遍又一遍，好像很幸福。她也曾和儿子在
英国游玩，不是崭露顽态，和儿子一起走过，让儿子说说自
己，好像很幸福。让人羡慕，其实不必。我，我们不都已经
在幸福之中!不想什麽伟大，盛容，繁华，惊心的.才是幸福，
幸福一直就在这洋平凡地呆在你我的身边。

将《目送》轻轻放下，看著封面上的那对母子，想著想著，
是不是有很多感觉，却又表达不了。

以下摘录一些句段：

她曾经是个多麽沉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岁的她和三十岁的
我，曾经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小晶，女人，就是要
漂亮。”。

当他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
母的坟在太深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
已无故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撤：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
关，只能一个人闯；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



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
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