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后感想(优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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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
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目送读后感想篇一

“目送”两字一入眼帘，便觉得有一条长长的路在眼前展开，
过往那些回忆，一幕幕浮现在脑海里。这是一篇关于爱的散
文，有着作者对父亲离逝的不舍，对母亲老去的无奈，对儿
子成长的欣慰，对兄弟携手共行的感悟以及对朋友牵挂的感
动。面对成功与失败、坚强与脆弱，用一颗灵敏的心，用一
支灵动的笔，缠缠绵绵，娓娓道来。读过此书使人心里泛起
淡淡的忧伤，但又充满了对生活浓浓的爱意。

目送读后感想篇二

在早晨浅浅的阳光里，我看见行道树的影儿散落一地，零零
点点碎碎。太阳一步一步地升起，懒懒的鸟儿也登上枝头，
叽叽喳喳啾啾。树儿披着夕阳的光，像夕阳中的新娘。繁星
点点带来夜的光芒。等着时间的推移，你看，夜深了。

一样的时间模式，重复着每一天，每一年。无言，稍纵，即
逝。今天的阳光，明天便是不一样的，时间在流转，带着世
间的万物悄无声息地做着变化，时间会包装一切。以至于让
我们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岁月的蹉跎，所以我们被时间迷
惑，还是一如既往的挥霍。悄悄，在弹指间溜走，抓不住他，
后悔莫及。

时间让小生命成长，时间又让大生命老去。小弟的长大，祖
母的老去，让我往下看，仰望年少的生机;让我往上看，瞻仰



生命的高度。最亲爱的人永远是用他们的背影对着她，我的
亲人又何尝不是背对着我?我想，母亲有一天或许也会忘记我
是谁，也会指着电话机，傻傻地盼望孩子的归来;我想，我也
会哼歌轻轻拥她入睡，那么甜美;我也会帮爱美的她化妆，轻
轻打扮便把她变做美丽的模样，惊喜地说一声“你多漂亮”;
我会环抱她的身躯，在她耍小脾气的时候填颗糖放去她的嘴
里。顺便回想，儿时，我怎样在这伟大的女人怀中徜徉。会
觉得他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惹人疼爱。

目送读后感想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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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龙
应台。

有人是这样评价龙应台的文字的，“横眉冷对千夫指时”，
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却温柔婉转
仿佛微风吹过麦田。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想来也只有“爱”
能有这般巨大的威力。

文中写道，从儿子华安上小学开始，母亲的目光如那紧紧附
着其他枝干的菟丝花一般，也紧紧地跟随着他。“铃声一响，
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
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
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
位置。”哪怕是重重人海，母亲仍有若”火眼金睛”的能力
找到孩子，直到孩子消失在那一边，再也，再也不见。母亲
的爱，就藏在这恋恋不舍的目光中。

目送读后感想篇四



假期读了龙应台的《目送》，书中写尽了作为女儿、母亲、
姐妹的她与自己的父亲，儿子，哥哥一次次的聚散离合。一
次次的目送也意味着人情的浓淡，一次次的目送讲述了多少
沧桑巨变。

新学期伊始，我和爸爸离开了我们一直生活的营口，来到了
大连。爸爸来这里工作，而我也来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开始
了新的生活。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突然的离别让我感到兴
奋和恐惧，兴奋的是我终于可以摆脱母亲无微不至的“照
顾”，恐惧的是我面临的陌生环境常常让我感到离开了母亲
的孤独。曾几何时，我一直是她的翅膀下长不大的小小鸟，
可是现在我要一个人来面对以前从来不用费心的日常生活，
尽管还有爸爸，可他是个工作狂，忙的时候常常自己的顾不
得吃饭。

临行前妈妈收拾好了我所有的该带走的东西，但我们踏上月
台，例行挥挥手的一刹那，满载着行将远行的兴奋的我突然
发现母亲眼角的泪痕——我是不是太担心了，还是我太不在
意了，我还没有能力去体会她此时此刻的感受。当列车渐行
渐远，我依稀能感觉到妈妈一直站在初春的寒风中，列车，
也许是我的身影，像一块吸力巨大磁铁，牵引着她的目光，
就那样，她会一直望着远方。

作文频道编辑为大家整理的就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目送读后感想篇五

《目送》是一本记录龙应台生活点滴的散文。在这本书中，
她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做为一个母亲在对待日益成长的
孩子时所遭遇的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自己做为一个女儿
在面对日益苍老的父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自己做为一
个采访者所悉心付出的那份亲切;记录了她做为一个敏感细腻



的女人在面朝大海耳闻杜鹃时感受到的那份凄楚和伤痛。

翻开这本《目送》，竟然能让我从头到尾都保持眼睛酸楚的
感觉——仿佛一个饱满欲滴的石榴果，轻轻挤一挤，眼泪就
要往下掉了。

《目送》，七十三篇散文，文字抚过了父母、子女的亲情，
知己好友的友情……用那最细腻柔软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处
最动人心弦的那种种感觉。读起来，便连呼吸，也充满了共
鸣的激动。

目送读后感想篇六

第二次读龙应台的《目送》，比起高一时候第一次读后的阖
书落泪，这次在落泪之余，心里还泛起了层层涟漪，多了一
些感悟。或许一本好书就是要多次地阅读才能读懂其中的情
感和道理，而少年也要在经历一些世事之后才能成长吧。

《目送》一书分为三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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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七十三篇散文。龙应台用手中的那管笔，
写尽了亲情、友情的细微和动人之处，也述说自己对生命的
叩问和思考，以及对世界的人情关怀，而其中最触动我的便
是她笔下的亲情，“父亲的逝去”和“儿子的远离”这两部
分充满了温情，而读罢之后又觉得莫名的感伤。

书的第一篇是写龙应台送别儿子华安，她在机场目送儿子远
去，心中万般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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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她的期待全都幻化
成灰，心里的落寞自然不必多言。接着龙应台又回忆起在火
葬场的炉门前目送棺木中的父亲，而那也是最后一次目送。
同时作为母亲和女儿的龙应台，从这两次刻骨铭心的生离与
死别中，从一次次的目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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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在下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
追。”我想，龙应台该是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能说
出“不必追”这三个字，而这三个字背后又隐藏着她多少的
无奈和感伤。

《目送》中龙应台与父亲的感情以及她与儿子的感情特别令
人动容，那种浓浓的亲情蕴含在字里行间，在这些文字中漫
步一番，便足以使人满含泪水。

龙应台的父亲在退休前是宪兵队的队长，就是这样的一位父
亲，他在女儿小的时候会用湘楚口音教他读唐诗宋词及古文
经典；用小货车送女儿去大学报到时会对女儿深感抱歉；在
过马路时执着地要伸出手牵女儿过街，尽管那时候女儿并不
领情；他还有些胆怯地请求女儿陪他一起参加宪兵队的同学
会，在同学会上表现出以女儿为傲的神态。父亲含蓄的爱就
隐含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之中，而龙应台直到为人母之后才渐
渐懂得。父亲年纪渐老，晚年生活不能自理，龙应台一直细
心照料父亲，每天都给父亲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必定是问
候父亲今天好不好。她带着父亲上街买衣服；让两个儿子找
有趣的话题陪她父亲谈话；她牵着父亲的手重新教他走路，
用父亲教她的诗来作为走路的节拍；她细心地用棉签替父亲
清理眼屎，毫不厌恶地清洗父亲的排泄物；在最后她带着父
亲回到故乡，按照湘楚风俗来安葬父亲，听司仪用楚音招魂，
让父亲叶落归根。龙应台对父亲的爱，都融入到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之中，在父亲去世之后，龙应台还常常怀念起父亲，
遗憾没有用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去对待父亲。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和天下的母亲并无二致，她在送别儿子
时会满怀期待地希望儿子回头看她；在和儿子同行时看到有
趣的东西会兴奋地指给儿子看；在过马路时也会不由自主地
伸手牵着儿子；会苦口婆心地劝儿子多吃鱼，劝他出门多添
衣。但是龙应台的这些关爱却得不到儿子的回应，儿子有时
还会觉得丢脸，儿子的不领情刺痛了龙应台的心，而在她年



轻的时候，对于父母的爱，却同样也是不领情的。但儿子也
自有表达爱意的方法，龙应台写到儿子回家为她做了一顿很
精致的西餐，她在一旁看着，说学会了下次要做给儿子吃，
而儿子却说自己是想要母亲学会照顾自己。其实，龙应台与
父母的关系，也恰是她与儿子的关系，其中的那份亲情是一
脉相承的，龙应台游走在女儿与母亲的双重角色中，尽力把
每个角色都做到最好，正是因为这样，书中所描写的情感才
能如此地打动人心。

而我，仅是扮演一个女儿的角色，都无法做好。小时候与父
母亲密无间，到了青春期却渐行渐远，甚至很想逃离家庭的
禁锢，因此在填写志愿时我选择了韶关学院，特地选了离家
远的学校，便是不愿再受拘束。父母目送我登上离家的列车，
同样地，我也没有回头，一心想的是尽快逃离，如今想来觉
得甚是可笑。“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或许
只有在离家之后，才能懂得亲情的可贵，才能读懂文人笔下
的乡土情结吧。

我想，所谓的“亲情如水”，大抵就是如此，水潺潺而流，
渐流渐远，却是割不断的，正如亲情，虽然子女长大了终要
远行，父母只能以目送之，心恒念之，而子女是身虽远行，
心怀父母。

目送读后感想篇七

文章第一个故事，是写作者送儿子去上学。可是如今儿子早
已长大，思想也开始成熟。不再是那个若干年以前拉着妈妈
的手，怯生生地用两颗纯洁的眼眸小心地试探着这个陌生世
界的孩子了。而如今儿子也只是勉强忍受母亲的柔情，不再
如同刚上小学时，一步三回头地不舍得望着母亲。在儿子过
安检时，只给这个为他操劳了一生的母亲留下了他那清瘦的
背影。

可当年，作者正值儿子这个年龄，让父亲送到学校时，也一



样的最后留给父亲的仅是一个背影罢了。文章最后写到：不
必追。这句简短但又富含着深意的一句话，如同一块硬物，
触到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它是对生命成长的一种尊重，是
对生命即将消逝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对待生命的高度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