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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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篇一

读完这本时，心中甚是感动，也有几分悲伤。读完别人年逾
半百的感悟，不禁想起已是古稀之年的阿公。感叹时间的老
去，埋怨自己过慢的成功速度。至今都没敢打一通电话，不
孝子孙形容自己都不为过。并非不想念，只因为每天只关心
他宝贝孙女工作，害怕他过多的期待会让他更加失望。于是
在承受无形的压力的同时也只好选择逃避。所以慢慢的失去
了交流，缺少了陪伴。

世界上只有父母才会对自己不求回报的付出，对于阿爸爸阿
妈妈也是同样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他们的期待。害怕自己成功
的速度赶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所以希望努力变成你余生的
代名词。

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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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没有太多感触，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从小习惯了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拿主意，所以，
所以觉得自己的独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偶尔也会独立到心
疼自己，独立到孤独。

可是阿，社会在一步步逼你快速成长，所以就算是一个人也
得学会茁壮成长呀！

人生三书，忍不住想到自己的从前往后。从前，无畏成长。
往后，也希望带着善良勇往直前。面包和爱情都会有！



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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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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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篇三

这个寒假，我读了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
它，是一本适合三代人共读的人生之书。



《目送》收录的七十三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老
去，儿子的成长单飞，朋友亲人的离散牵挂，兄弟的重逢携
手……整个寒假，我虽然只读了其中二十六篇，却已经深深
感动。

同名主打篇《目送》，给我的感受最深。这篇文章分成两个
段落，第一段作为母亲，龙应台叙述了儿子华安从第一天上
小学起到中学、直至出国上大学十多年间的几个感人片段，
她一次次目送孩子的背影离去，一次次目送他成长。第二段，
龙应台作为女儿，追忆自己成长的岁月中，与父亲的一次次
别离：总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在殡仪
馆熊熊炉火里永远地消逝……所以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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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对于13岁的我来说，人生才刚刚起步，还不能完全体会龙应台
“目送”中饱含的深意；但是我想，那些路我一定会走，那
些目送背影的瞬间我一定也都会经历。只是我希望以后，自
己也能有龙应台的那颗感动的心，那支感恩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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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猛地一震，继而
涌出一股莫名的伤感——华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可是，他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的回头，而是选择了将背
影送给他的妈妈。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了，
他早已淡忘那个依赖母亲的小华安了，他不再是那个用怯怯
的眼光看周围的那个小孩子了，是这样吗？还是他忘记了？
他没有看到，妈妈的眼神一直都随着他的行进而移动；他没
有注意到，妈妈的眼神一点点的燃起希望然后又一点点的暗
淡下来。

记得在作者回台湾那天，父亲骑了很破的车子送她，将她送



到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原因就是车子太破，怕影响女儿的形
象。而当时的作者呢？她是这样写的“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
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虽然她知道父亲出于好
心，不想让她蒙受阴影，但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把她送进校
园啊，懂事的作者知道父亲的苦衷，没有央求，而是默默的
理解了父亲，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没有追。这应该就是
亲人之间的理解吧，这样的背影，凄凉且难忘。

想要珍惜这些关爱，就要从点滴之事做起，从理解做起。

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篇四

《目送》与我跨越了十年，十年前的阅读和十年后的阅读总
有许多不同的体会与感悟，一本好的书是能陪伴你走过不同
的人生旅途，你能在不同的时期从书的身上获取不同的力量，
鼓励你继续勇敢地走下去探索未知的人生。

说起我和《目送》这本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大学那年，第
一次离开家的我满怀对家人的不舍，偶然间看到了目送这本
书，年少的我并不能理解这本书更加深刻的内涵，十年之后
有时间重新好好阅读这本书。

我最喜欢看龙先生与儿子相处那部分，一代代的我们是在先
生描写的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小时候的我们不愿听从父
母教诲，年少轻狂。可是，岁月匆匆当我们有一天又变成孩
子们的父母，又在重复父辈对于我们的那一套理论。先生的
文字中透露出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思考，对孩子的爱对孩子的
成长也是无奈中透着喜悦。

最让我动容的那部分就是先生写到自己的父母亲，写这本书
的时候，龙先生的母亲是一位耄耋之年的失智老人，她的记
忆总在现实与回忆之中穿梭，停留在或是明媚的少女时光或
是儿女小时候的温馨陪伴，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会浮
现出一位白发苍苍慈祥的老人用灰蒙蒙的双眼望着彼岸的美



好年华。或许先生就是幸福的原生家庭吧，好的原生家庭如
先生那样，一位情绪内敛有大智慧的父亲，一位温柔慈爱的
母亲，这样的家庭可以给予子女最大的底气去面对人生未知
的风雨。

先生还有对兄弟姊妹亲情那段描写，他的比喻让我印象深刻，
她说“兄弟姊妹就像一棵树上遥遥相望的树叶，即使不相见，
他们的根也是连在一起的”。这种对亲情的思考独生子女的
我们分外羡慕，希望我们的子女能拥有这种手足亲情。

十年，我经历了许多，今天再看这本《目送》也让我有了许
多新的人生感悟，我最喜欢仍然是那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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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目送
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

目送这篇文章的读后感篇五

对于一个刚生完小孩的人来说，看完《目送》感触很多。

尤其是这句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子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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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看到这句话，心里不禁泛起淡淡的忧伤，就是这么简单的
语言，却深深地打动了我。说的真好，说的真对。

亲子关系是个很奇妙的关系。中国人更多的认为孩子是父母
的附属品，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会
有很多的干涉，甚至是控制。外国人更多的认为孩子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父母只是把他带来了这个世界，成年后就是一
个独立的人，就要搬出家门，和父母就像朋友关系一样了。
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亲子关系是这样的：孩子借助你来到这个
世界，注定一生与你有无法割舍的缘分，你所要做的是在他



人生道路中给予适当的指导、帮助和关怀，当他长大成年，
可以独立判断时，给予有用的建议但不干涉他的决定，他虽
然已经成年，但有着孝顺父母的责任，他的思想是独立的，
他的心灵却应当与你紧密相连。

有时候偶尔翻看手机上的照片，不觉感叹时间的力量真大，
孩子一天一个样，每天给我们惊喜。作为父母，既希望孩子
永远不要长大，永远天真无邪，又希望能马上到几十年之后
看看他会成为什么样子，一个人能不能生活的很好。

我不知道我能陪孩子走多久，我只知道，只要他愿意，可以
随时离开，也可以随时回来。只希望我们心中永远有个牵挂，
那是爱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