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分章读后感 目送读后感目送的读后感
(实用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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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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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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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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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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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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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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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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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是不惑之年，再来读《目送》，颇有共鸣感，经历的事情
多了，感悟也多了。我最喜欢《目送》中的一句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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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立在路的另一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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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孩子第
一次上幼儿园时自己走向教室那小小的身影，上一年级时那
大大的书包几乎能把孩子带到，到现在，孩子却不愿依赖你
了，独立，她成了少年。

龙应台《目送》读后感5

读《目送》，会让我又一次地感受到与父母分别时那种撕心
裂肺的哀痛，也会想到时隔几年，千里迢迢去看望父母时，
二老那欢愉的目光和不停叨唠的话语。

就在去年春节，全家要去苏州看望父母，准备过一个团圆年。
但天公不作美，动身出发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雪，早晨路上厚
厚的积雪让出远门的全家做了难，车票已买好，路又不好走，
怎么办？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电话早早就打了过来，天
冷路滑，安全第一，就不要来了，以后还有机会。但，想要
见父母的念头太强烈了，克服种种困难，还是踏上了看望父
母的路。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八

《目送》这本书收录了龙先生的七十八篇散文，书中写尽了
生活百态——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子女的远离、友人的关
心、兄弟姐妹的携手。她用简单直白的文字，透过生活常态
去解读人生，这是她对于父母、子女、家庭、生死的又一思
考力作。

在这开篇大作《目送》中，龙先生的开头很有意思，从自己
牵着年幼的儿子去上小学说起，到后青春期和儿子的交流日
渐疏远，从而思及自己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也是这样渐行渐远。
我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了一方总是固执地给予，一



方总是固执地拒绝。我们都认为，我们长大了，我们有自己
的想法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想试试一个人
过马路的时候会不会进退两难；一个人去外婆家的时候会不
会迷失方向，一个人旅行的时候会不会结交新的朋友...那些
一个人的时候，是见证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然而我们忽
视了一个问题，你之所以拥有一个人生活的技能，是因为有
人陪你经历了千万次的失败，仍旧相信你值得拥有成功。

我在读到龙先生的那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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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追。”这莫名的分隔线，好似一把利剑，直扎我
内心。

芳华岁月，我们拼搏、进取，努力成为优秀，更优秀的人。
我们说着伟大的抱负，做着关于理想的事，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有着追不完的梦。时间
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需要时间去成长，去创造
价值，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的时间渐渐地被工作填
满了。我们对双亲的奉养日渐远离，而我们的音讯也不能及
时的传达给至爱之人。

龙应台先生在《两本存折》中，写下一段话，她说:“你在那
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
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
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
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
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
无法兑换。”

何为孤独？念而不能扰，扰而不能留，留而不能久。此为孤
独。所以所谓父女母子一场，想必还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论身处何地，你永远是他最牵挂的人。“金



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

从龙应台先生的书中，我读到了她对于父亲逝去的不舍，对
于母亲日渐衰老的无奈，对于子女远离的理解。显然，在生
命的刻度里，每一次目送都意义深远，每一份孤独都饱含深
情。都说“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在国家繁荣富强
的今天，我们在为新生活拼搏的同时，也应该担起家庭的这
份责任，别让每一份孤独独自前行。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九

龙应台在《目送》中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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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母又何尝不是如此。

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火车站一次次的
送别，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总觉得不舍，想要让他留下，
却又无法开口。记得每次送别父亲的时候，他都不会回头，
我还在想，他真的对这个家没有一点留恋吗？直到后来我考
上了大学，母亲在火车站送我的时候，我才理解父亲的感受。

对于目送，也许我的理解并不深刻，并不成熟。但身为人子，
离别的时候尽管有再多的不舍，也要勇往直前，留给父母一个
“不必追”的背影。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离开父母，踏入他乡，我必须独自
经历我所面临的一切。小时候，从来不会感觉到忧虑。随着
岁月的流逝，人的心也越来越容易忧伤。曾经视若无睹的东
西，不知不觉中，也在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开始注意
到父母脸上的皱纹，开始不想让父母担心。《目送》讲述了
许多生活中的小事情，这其中并没有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而
我却总是被其中的一些文字打动。也许其中的故事我们并没



有经历过，但好像每一段话，每一件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们每个人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本书与其说是龙
应台对自己生活的回顾，倒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

世间所有的温情，都蕴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凡是回忆过
去的故事，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人们总能由此联想到自己
的过去，想到自己所经历的温情。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就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中的温情吗？
我们一定会目送着父母渐渐老去，我们无法阻止这个过程，
但是我不希望留下遗憾，多陪陪父母，一杯茶，一顿饭，陪
父母多聊聊天，或许对父母来说，这便是全部了。”

父母陪我们经历了荒唐的童年，执着的青春，把我们养大，
而我们却远走他方。父母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那么我们对
父母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其实父母很容易满足，希望我们能
够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那便没有遗憾了。

目送分章读后感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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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