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目送读后感(实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目送读后感篇一

我的思绪又被拉回了那个雨天，大雨倾盆，浇弯了树枝，浇
折了小草，浇落了蝴蝶，浇湿了人群。因为雨势过大，所以
我不得已，才急忙跑到一幢大楼底下，这才阻止了调皮的小
雨滴再跑到我的衣服上来嬉戏玩耍。

不知是什么原因，楼下的通道内停放着多辆有大有小，有新
有旧，有轻有重的自行车，可能是自行车也想进来躲躲雨吧！
可是通道本来就狭窄，加上这些自行车以及来来往往的人群，
把通道堵得水泄不通。人们进出都要侧着身，慢慢的挪出来，
以免一个不小心，就碰到了这些“庞然大物”。

我正想着，就听见老人“哎呦”了一声，我望过去，就看见
老人一手扶着腰，眉头紧皱，脸色惨白，我连忙跑过去，扶
着老爷爷，关切地问他：“老爷爷，你咋么了，没事吧？”
爷爷头上布满了汗珠，虚弱地说：“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想当年一手就能提一辆呢！”我说：“爷爷，要不我扶您过
去坐坐吧，我来搬这些“大块头”。老爷爷也点头了。

我正要搬时，才发现那些自行车凭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也许是老爷爷的感染，大家你一辆，我一辆地搬自行车，通
道也渐渐宽敞通畅了。搬完，大家都默默离开了，我目送着
大家的背影，眼眶也渐渐湿润了，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暖意。



也许，这就是爱带来的感动吧！

目送读后感篇二

今年五月份借母亲节的机会，回家看望父母亲，给父母买了
一个电烤灯和拔罐器，因为最近母亲的腿老是疼。

教母亲如何使用后，和父母聊了会家常，坐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必须回去，因为还要收拾行囊赶回县里。

其实，几乎每次来看望父母，走的都是这么匆忙，就连坐下
来陪父母吃顿饭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我知道老人心里肯定不好受，可是也身不由己。

这次望着母亲失望的眼神和准备的一桌子还没炒的菜，我的
心里依然是说不出的滋味……（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到父
亲，父亲于5月22日因心脏病不幸离世了，那时我正在县里忙
工作没能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

走出家门很远了，回头看看，母亲还伫立在路口，花白的头
发被风吹的飘散在脸上，母亲一动不动就这么静静地站着注
视着我，这是母亲一直以来目送我的姿势。

看不清母亲脸上的表情，可是我知道,此时母亲一定和我一样
眼里含着泪水。

每次回家都是这样，尽管我总是不让她送，母亲每次也是答
应不送，可是每次都是悄悄跟着出来，我装着不回头，其实
是不敢回头，生怕自己的泪水让母亲看到。

目送读后感篇三

《目送》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淡雅的文字，平淡的语调，细



腻的感受，让人能够很认真地读下去，在无意识间，净化了
我们那被尘埃腐蚀的心灵。 由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儿
子的离开，写出脆弱和失落。由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
行，写出不舍和虚无。

时而感伤，时而朴实，时而华丽，却总是那么的动人。

看似犀利的一支笔，却也写出了最柔软的一笔。当孩子一天
天地长大，她辞去文化局长的官职，抛开博士高官的美丽光
环，毅然离开，只因为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她的忧伤与日俱
增，她重归作家学者的生活，也仅仅因为她突然之间的反思：
“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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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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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
我们都只是别人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不断地在目送一些事一
些人罢了。

目送，其含义为眼睛注视着离开的人或载人的车、船等。可
又怎能少了不舍和哀伤呢？人的一生中少不了目送，外公的
离世，带给我无线伤痛。我能更真切的体会到作者情感的细
腻，更深刻地认为那是到作者文字中的真谛。

她有她的文字。记录了她作为一个女儿在面对日益苍老的父
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她作为一个母亲，在对待日
益成长的孩子时所遭遇的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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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书，闭上眼睛，思维是那么的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
在苦涩的眼泪中，更多的领悟到生与死那一瞬间的界限，无
法忍受却要面对。



我觉得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应该用感恩的心来对待自己的
父母，应该对对渐渐老去的祖辈、父辈对往事的遍遍唠叨多
一份理解。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亲人在的时
候总是不够珍惜，而在她们忽然离去之后，或许我们才明白，
这个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人像家人一样无私无悔地爱着我们，
就像歌曲《常回家看看》那样，父母不图儿女为家作多大贡
献，只要儿女在身边多陪陪他们多照顾他们，他们就会觉得
很开心。感谢龙应台的这篇散文，是她让我知道在以后的日
子里应该怎样去对待我的亲人，怎样让我们的人生少一些不
必要的遗憾！

目送读后感篇四

到的窘境。

我可以不怕死，也可以说不怕老，但我怕老了会麻烦别人，
会因为不能自理生活而让别人受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命
质量，但是也要承认，有些时候，不由自己作主。

。而当她们长大，情感上虽然不变，但是会有不耐烦，有她
们自己的想法，也会象大人一样教育我：姑妈，你这样是不
对的——我得承认，我伤过心。

看着书里的描写，触动我自己的心怀。而且我也知道，不只
是我自己。

所以书里的“爱生”，于我心有戚戚焉，也许我也可以成立
一个这样的组织，互助互扶，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以自己想要的方式。

目送读后感篇五

《目送》，看得人心酸，几度忍不住落下泪来。的确，并不
只是为书里的描写，而是想到未来可能遇到的窘境。人的生



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能够自己掌控，方是有尊严有幸福，
否则，即使是老来有靠，有龙应台这样的孩子照拂，也还是
不够的，无知无识地度过岁月，岁月其实没有意义。

我在今天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因
此我心存敬畏，不敢轻忽。我看到老人时，我也会心存敬意，
不敢怠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知道他们曾经幼小，曾
经年轻，曾经走过曲折漫长的路，不应该因老弱无力而被轻
视。

我想，现在的我，太低落，也许过一段时间，走过了这个坎，
会慢慢好起来，再读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想法。希望，一切
好起来。目送的，也是这段人生路。

人生的课，直至死亡，没有休止，所以，不断学习。

目送读后感篇六

《目送》是我在网上阅读之后决定购买的第二本书。今天，
我把它完整的读完了，我知道等新书一到，我会像如获至宝
一样，捧在手心，再细细的读上一遍，然后封存在记忆里。

《目送》是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本散文集。我最早读到其
中的一篇是在《名作欣赏》上。那篇散文就叫《目送》，很
经典，作者也就以此作为更宽泛的理解，命名了整本书。因
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龙应台
在这本散文集里，亲情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是纯粹的母女、
父女、母子和父子之间的亲情，与丈夫妻子无关。我还没有
孩子，从书中没有读出多少做母亲的共鸣，但作为女儿，我
从中读到了太多的愧疚和不安，总是有一种力量在叩击我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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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过年没回家。父亲第一
次打电话说：我想你了!当我泣不成声的时候，父亲第一次用
温和的口吻安慰道：暑假我去看你吧!我有十七天的公休假，
带你去看海吧!这使我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父爱，这种我
日夜盼望的充满温情的父爱。所以之后我继续哭，哭伤了心
肺，只是因为感动，而不再是感伤。我一直埋怨父亲的严肃
甚至冷酷，不然我不会如此叛逆而越走越远。可是我从来没
有想过父亲的失落：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虽不娇惯但也
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是我让他们不断地目送我的背影，让
他们孤独，让他们的心随着我的远去像被掏空了一般。

20xx年的那个夏天，父亲目送了他的两位至亲。奶奶在我高
考前十二天去世，我于9月11号(拉登们撞五角大楼的那天)踏
进了大学校门。

十年后的今天，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我和奶奶之间奔波的身
影，看到了父亲当年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的样子。

父亲觉得一生都无法偿还奶奶的恩情，觉得如果用对待子女
的一半对待父母心里也会安静许多。可是父亲在我们眼里的
确是个孝子，我儿时记忆里永不磨灭的是他每个周末都骑自
行车从城里回到乡下，经常带着我，去看他母亲还有被母亲
留下的另一个女儿。奶奶去世已经十年了，父亲也到了该当
爷爷的年纪，但他始终觉得愧疚，觉得奶奶从没跟他享过一
天福。我曾经想了一个特别好的道理安慰他。我说：这大概
就是轮回吧。你欠父母的都给了孩子，孩子们有一天也成了
父母，他们仍然还不上这份情债，只好又给了孩子。爱就是
这样一辈一辈的传递，其实也是公平的。你觉得亏欠爷爷奶
奶，我不也一样亏欠你和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

《目送》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年迈父母的孤寂，他们每天盼



望子女回家，打电话抱怨孩子不会来看他们，甚至糊涂到孩
子刚走就问：你怎么也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呵呵。

远处传来了父母的责问：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

我很抱歉的说：暑假我就回家。

目送读后感篇七

《目送》是一本美丽，忧伤，深邃的书，里面收录了七十三
篇散文，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之事、常人之情。儿子的离、
母亲的老、父亲的逝、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脆弱、
失落，犹豫和放手，坚强和通达……这些在龙应台的笔下都
用最朴素的方式绽放出了最动人的诗意。也像作者所言“整
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书中一共写了六次“目送”，每次“目送”都是一次意味深
长的离别。龙应台把这场离别安放在儿子背着书包远去的背
影里，安放在母亲失忆后把“女儿”叫作“雨儿”的声音里，
安放在父亲安眠的那个雨天中响起的楚歌里……而这些片段
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共鸣的基石。那牵念的目光，连接着生
命的起点和终点。生命在这一程又一程的目送里，成长、成
熟、衰老乃至死亡，由此产生的阵痛也让我们和作者的心灵
相近相通，因为这温馨的日常、感伤的离别和悲切的失去是
龙应台的人生，同样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龙应台最终将
对子女和父母的全部感情都凝结在“不必追”三个字上，这
是最真实的无奈，也是最超然的领悟。

在《寂寞》一文中，龙应台说当她一个人寂坐时，常想到晚
明张岱写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
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于是，龙应
台感悟到“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
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我想也许正
是这种一个人的寂寞，使她开始了人生终极的思考，“面死



而思”让她对生命的寂寞和短暂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积
极。

《山路》里有这样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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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
这就是她给我们上的一次“人生大课”。我们每个人都是这
样：“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
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
托。”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孤独面对，素颜修行”，要
懂得珍惜当下，尊重生命。

除了关注“人”的生命，龙应台的目光也关照到了那被变成
测雷器的小草“阿拉伯芥”；她宽容地让浣熊一家在她的厨
房里嬉戏；她为“狼来了”拍手称快……因为悲悯，她的文
字中也就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书中也收录了她捕捉的各种
风景和日常，这些照片不得不说也是她对人生的一种驻足凝
视和对生命的关照尊重。

我为龙应台朴实细腻的文字而沉醉，我为龙应台“素养修
行”的领悟而感慨，我为龙应台普世的人文关怀而感动。她
的诗意的生命情怀，是广博的，也是丰厚的。

当我们逐渐长大，离开父母去求学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
能深刻地体会“不必追”的坚决和苦涩；当我们在生活中遇
到困难时，父母不再有力气为我们遮风挡雨，最终要去应对
困难的只能是自己。因为我们终究是在过自己的人生，有些
事，只能一个人去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去闯。我们能做
的只有珍惜当下，尊重生命，像史铁生一样“好好活”，像
海伦·凯勒一样勇敢坚强，像朱自清笔下的“春”一样明媚
灿烂。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爱自己身边的花鸟鱼虫，爱身边的每一
个人，爱生命中的每一天。



目送读后感篇八

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路。路中，
站着一个人，一个母亲。她看着，目送着，凝望着。孩子像
迫不及待离开巢穴的雏鸟，义无反顾、毫无留恋地奔向那个
他们心中的“远方”，奔向生命的绽放。可他们从没有回过
头。

从没有回过头。

父母，已经饱尝人间疾苦哀伤，正在渐渐衰老、退化，用他
们蹒跚的步伐，一步步走向枯败、死亡。可时光却不让他们
回头。

不让他们回头。

这也许就是目送。这本书中，作者用深邃的眼光、深情的笔
触，缓慢而又忧伤地记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父亲的逝、母
亲的老、儿子的离……既有款款深情，也有绝决冷漠。通过
这些文字，我们能体会到人间深情以及离别惆怅。

其中，我记忆深刻的是《回家》这一篇短小的散文。一个女
儿牵着母亲，好不容易才把严重失忆的她拉上了火车，而那
母亲却闹着要回家。女儿明白，妈妈要回的“家”是一段时
光，那曾经美好、温暖的快乐时光……但她不得不安慰母亲：

“这班火车会带你回家。”

看过不由心酸。一个脑萎缩的病人，连最亲最爱的孩子也不
记得了，却只记得“回家”。

在这个时候，面对记忆的失去，生命的流逝，作者也只能看
着，目送着凝望着，母亲在“回家”这个信念的支持下，越
走越远。她固执得不让你追上。



人生无非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相送。

当那英姿勃发的年轻的孩子脚步慢下来，面上沧桑起来，明
白过来回头看看时，却只能看见苍老的父母，相扶相依着，
蹒跚地走向死亡。

正如他们的父母中年时的目送一样。

永远追不上，赶不及。

目送读后感篇九

目送，是为了再次聚首。

最开始，先回忆一番。

第一次闻及龙应台这三个字是在高三的某个课间，隔壁桌的
同学说了一句龙应台的格言，而我却哑然不知这位华人世界
里颇有影响力的一支笔，深感惭愧。

得是在家里的客厅沙发上，蜷缩着身子，看得入情入味，在
母亲走出厨房门的时候，假装无意地抹去眼泪。当时读到的
正是作者对其母亲的描述，平平淡淡的文字中却有着一股让
人心生悲伤的强烈情绪。

给文字赋予情感，它就是拥有了灵魂的存在。

再一次接触龙应台这三个字，是在读书会员的书单上，于是
我便再一次重拾目送，决定细细品味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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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到了独当一面的时候了吧，小时候渴望长大，觉得长



大就有了自由，却不知越是长大，越会被现实圈住。成长的
自由是相对的，大手拉小手已经成为模糊的记忆，一个人走，
需要更多的勇气。

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应对生老病死，
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能够附着依托。

人，终究是孤独的，你会有家人，会有伴侣，会有朋友，可
是更多的时候，你仅有你自我。你才是你自我的全部，在这
世间，所有的依附都只是暂时的，你所得到的一切都只是身
外之物，你的情感和思想，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