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目送读后感(汇总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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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一

前段时间去朋友家做客，在书柜中发现了这本人生之书，然
后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人
生三书”之一的《目送》，这本书用七十三篇散文写出
了“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它是一本生死笔记，
文字间更透漏着深邃，忧伤和美丽，更被称作二十一世纪的
《背影》，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

读完这本书，令我最感动的还是第一篇。作者目送儿子华安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的成长，到最后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
远。然后目送父亲的.衰老和逝去，在火葬场炉门前的最后一
次目送。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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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一个生命的诞生，见证生
命的成长，陪伴生命的逝去。

当我阅读《目送》，想起自己的父亲时，我的眼泪不自觉地
流了下来。印象中的父亲身材挺拔无所不能，但岁月的流逝，
父亲慢慢衰老，而身体也逐渐弯曲。还记得这次元旦假期结
束时，父亲送我到车站，当我放好行李，上车和父亲临别后
忍不住透过窗户望向父亲，映入眼帘的画面瞬间让我泪目，
父亲一手扶腰，然后斜歪着身躯佝偻着身体一点点向回走，
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常年的操劳让他身体已经变形，但



他在我面前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少年的我们正如华安一样，在成长中总想脱离父母的怀抱，
奔向属于自己的天空，留给父母的只有渐行渐远的背影。长
大后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后，当我们作为父亲或
者母亲时，也许才能体会到那时父母对我们的爱永远是无法
用言语表达的。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现在呀，好
像只有春节这七天才可以真正回家陪陪父母，其实每天真正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五六个小时，一年也就四十个小时，
就算二十年，也就三十天左右。”。我们总觉得二十年还很
长，当子欲养亲不在发生时，我们才意识到时间不够用。所
以趁现在多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吧。

目送读后感篇二

喜爱龙应台并不是由于她委婉，细致的艺术手法吸引住了我，
只是在她的书里找到另一个自己。

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的小说名字——《目送》，就感触颇深：
或许仅仅一种行動，一种眼光，一点执念，冥冥中却包括着
出乎意料的慎重考虑。“目送”看起来简易，但它连同着父
母给你的爱和这些没法言表的辛酸。

我还记得她在书里提及过：自身送孩子前去英国，在检票处，
她紧抱孩子，感觉自身变成孩子的阻拦，他不会再像刚进中
小学的那般靠自己了。从而，我想起了自身：父母长期在外
面，仅有新春佳节时才会回家了一趟，并待上几日。每一次，
她们又要出门时，我便觉得深深舍不得。但是见到龙应台那
样想，我便搞清楚：我何尝不是她们心里的压力呢！

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目送与被目送中渡过的呢！仅仅我出世
到现在都还没觉得到被目送的味道，向来都是我目送他人离



去。有一些事儿，你不想，但就那般发生了。大大家常常不
专车接送我念书，只有我自己上幼儿园的情况下，会专车接
送我上放学，但是，就是我看见她们摆脱幼儿园，直至她们
的身影消退在我的视野里。也有如今，父母尽管每一年都是
会回家，但是陪我的世界都很短。她们的暑假仅有几日，又
要忙这忙那的，陪我的世界就过虑得寥寥无几了。她们每一
次走全是“鬼鬼祟祟”的，不愿被我发现了，但我已经并不
是小朋友了，每一次我都是在窗边看得一清二楚。我能感受
到，龙应台那时候的体会——送出小孩时的情绪，那类“有
话说不出，有泪流满面下不来”的觉得。

人的这一辈子，只不过便是在一次次目送中留有一生一世的
直接证据。

目送读后感篇三

看了龙应台的《目送》之后，我感触颇深，书中对父母与子
女之间的细微感情描绘十分真切。应该说作者用她自己的切
身体会，讲述着这世间最动人的东西——亲情。由此，我想
谈谈自己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感受。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龙应台在书中写到她与儿子之间以及她与母亲之间的小故事。
她发现，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有了许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看法，他变得有思想，甚至有些叛逆。他会开始有些嫌弃自
己的妈妈懂得东西太少、没见过世面，讨厌她在看见什么稀
奇的东西之后就大惊小怪……由此，我不禁想到自己的妈妈，
小时候，对我而言，她就是天，她会讲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
事，教我唱动听的歌曲，那时候总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博
学的人。然而，我慢慢的长大，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对妈妈
的依赖就少了。电话里，她开始变得沉默，总是默默的听我
讲述着我看到的世界，然后，淡淡的嘱咐我，一个人在外面
要照顾好自己。



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开始学着从一个母亲的角度看孩子的成长，
龙应台作为一个母亲，她的态度让我明白，不论是儿时那个
懵懂的你，还是后来那个成熟的你，变的，从来都只是外在
的表达方式，不变的，是母亲对孩子的爱。

所以，即使现在的你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也不要随便忽
略母亲的感受。不要总是嫌弃她给你买的衣服不够时髦；不
要总是抱怨她讲话啰啰嗦嗦；不要总是怪她懂得太少……要
知道这么多年来都在包容你、都在爱护着你。

有些话啊，要快些讲出来，因为也许某天，你已经没有讲的
机会了；有些爱啊，要快些表达，因为这爱太深厚，要用一
辈子回报；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因为路途中的个中滋
味，只有自己知道。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书中关于作者和她父母之间的故事更是让我动容，偶尔的一
张老照片，一段逻辑不明的对话，都饱含的她对父母的感恩
之情。她说道，她的母亲有五个儿女，一个在大陆，四个在
台湾，都有很大的成就，而母亲在年老时，患上了痴呆症，
经常认不得他们，但作者总会耐心的告诉她：我是你的女儿。
她的父亲患病时她在医院照顾，亲手给父亲换洗，从不嫌弃。
也许，我们总是觉得时间还很多，以后再去回报我们的父母。
可是，中国有句老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当我们认为自己有实力去回报父母是，也许他们已经老得不
认识你了。

我想，也许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应该不是物质上的，更多的，
是让他们看的我们过得很好，是经常关心他们，耐心的倾听
他们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也许还未发现，当年取得某
些成功时，他们也许表现的很淡然；而当你失意时，他们会
在你身边告诉你：孩子，有我们在，什么都不要怕。也许，
他们不会经常说我爱你，而他们的爱却从未减少。



也许，你只能在某个瞬间强烈的感受到父母的爱，让你觉得
这爱不过是沙上印、风中音、光中影，殊不知，这感情，早
已深入骨髓。

满上遍野茶树开花。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用简单的对话写出了在父亲生命的
尽头，作者每天跟他打电话的内容。看出了作者对父亲即将
逝去的不舍与心痛，还有淡淡的后悔，她觉得作为儿女，自
己为父母做的太少了。我们还小，还不用面对这样痛苦的永
别，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我们能做的只有
活在当下，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才不会在未来的
某天幡然醒悟、后悔不已。

满上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上遍野的一片白。这是作者
最后为父亲送别的画面，很唯美，也很伤感。

看完了《目送》，我将会珍爱与父母相处的每个瞬间。

目送读后感篇四

这个寒假，我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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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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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在作者回家那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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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五

天边的云或淡或浓的飘着，像一团一一团一棉花糠似的，悠
哉悠哉地趴在这蓝色的席梦思上。合上被风翻一动的书，怅
然所失地叹了口气。

真是不违应台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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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第一次并没有怎么察觉到，但渐渐的，你会
发现，你在他往后的生活中已无关紧要，甚至成为多余。因
为在他的眼中，你只是个碰到什么事都大惊小怪的“乡巴
佬”或是一个茫茫人海中的碍物。

告别时都懒得说声“再见”。

上天真的是很不公呵！它让孩子在长大后忘记了你曾经对他
灌输的种种一爱一，而让你一直天真的以为：孩子还 是和小
时候一样，会朝你撒娇，讲故事......谁都不知道所有都变
了，没了。只有上天。

那么，你说，你一生与几个人说过再见并实现了呢？

很多时候，缘分尽了，多少个“再见”也弥补不了。

最后，你和他站在地球的两端，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是啊，为何要再道一声添与负担的“再见”呢！

目送读后感篇六

提起《目送》，最有名的莫过于这段：“所谓的父女母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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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后来。

原来是因为怕自己会想念，所以宁愿离开。多无奈。

但有时候牵挂是忍不住的啊，你在不知不觉间心就飘了我身



边。

牵挂牵挂，牵肠挂肚。

可我现在渐渐长大，腻烦于你的牵挂，认为你大可不必如此
担心，我已经不是小孩子。

想着想着，思绪便无边际无目的地蔓延开去……

于是再后来，我看见你老了也累了倦了，再也不会像从前一
样嘱咐我这些那些。

而我居然不习惯。少了你的牵挂，似乎缺了什么很重要的东
西。曾经没感觉，那是因为拥有，所以不珍惜、不在意；失
去以后，才发现你融入爱的牵挂，已经一点一滴渗透了我的
日子，没了它，叫我如何安心。

散漫的思绪被惊了回来。

我明白，牵挂在母亲的生命里，已经潜移默化成一种习惯甚
至于一种本能，她没有办法不去想我念我。

幸好我还是在现在，没有再后来。

可依然觉得心惊肉跳。

记忆里的母亲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在有了我之后，恋自己家，
也恋父母家。

“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
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
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
煎鱼的嗞嗞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住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
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



这样温馨的场景，一辈子只有一次，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能
重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
程车的旅人。”

万一有一天，她回不去了，我是不是也要开始牵挂，害怕她
找不到了？

于是我才醒悟，平日里让我厌烦的母亲的叮嘱和关心，其实
就是她的牵挂。可我却毫不留情推开她关切的手，这样的我
实在是不够成熟不够懂事，居然没意识到母亲的牵挂是这样
珍贵。因为时间有限生命有限，她终究会走，终究会不能再
牵挂。

所以我，是不是也该学会去关心她，不辜负了那份真挚的牵
挂？

答案是肯定的啊。

成熟懂事后的你离她那么远，母亲能给你她不忘的想念——
牵挂已很好，其余的，也只有你回报的感情，才同样重要。

不论身在何方，母爱就是不顾一切、跨越千山万水也要来到
你面前的温热牵挂，所以请你，千万别辜负了它。

目送读后感篇七

读了《目送》的第一篇，我就情不自禁地继续看下去，作者
能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描绘的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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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叫《目送》的文章让我最记忆深刻。作者的儿子第一
天上小学进教室和出国上大学的两个情景，她一次次目送孩
子的背影离去，却一次次与儿子疏远。作者记得她也总是总
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父亲生命结束。

也许，每一个父母都会经历孩子长大疏远他们这个事实，经
历自己的父母离开人世。可又有几人会把这样刻苦铭心的事
记录下来，用感情记录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看一篇文章，
主要看故事内容，新颖的题材才会吸引我们，让我们喜欢。
可这本书，只有朴实的文字，简单的故事，平滑的叙述，也
能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赢的就是真情与文字功底。

我们之所以要读课外书和学习课文，不仅仅是看故事，更要
学习，学习语文知识，学习思想内容，学习审美。这样你才
没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