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的读后感悟(实用9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一

上井归来在家时，偶然在妻子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书——
《目送》，信手翻阅书序《你来看此花时》，一段契合心境
的`文字顿时跃入眼帘，让我难以释手。

她还站在原地。

的感情、最刻骨铭心的伤痛。即使龙应台说了有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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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依然感激于他的分享。

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篇篇皆是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
书中还插有作者“走在路上凝望时间”的自拍照片，温馨有
味，情趣盎然。

，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句话映照出我们每个
人的成长历程以及我们生活中所忽略的最珍贵的事物。让身
为子女的我们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
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

欢，学会珍惜身边至亲的眷念，学会目送自己的时光和故事，
学会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二

导语：全文的感情基调有些压抑，语言却十分真诚。如今我
们也生活在父母庇护的翅膀下。下面是文书帮小编为您收集
整理目送读后感!欢迎阅读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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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这是写在书的封底的话,也是
我看这本书的初衷.

不喜欢离别,更不用说目送,无论是送与被.总觉得亲友离别很
难过,这个送别的形式更让人伤感.所以我远行是很少让人来
送的,我害怕在我的一个转身会看到落泪的双眸;我也很少去
送别人,我恐惧自己那种无奈的不舍.但龙应台让我对目送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龙应台已经年过半百,她的阅历要多过我很多.作为一个母亲,
她在机场送儿子去美国做交换生.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
照检查;她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
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
倏忽不见.其实这位母亲一直在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
是他没有,一次也没有.

这让我想到我的母亲,在我年少离家求学的时候,她是否也期
待我远去的背影能回头看她;她是否会在我坐的汽车启动的时
候追过来,和我能多呆一会.但是我却和龙应台的儿子一样,弃
母亲的感受不顾,做着一切我该做的并且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次去机场送我母亲,我也是看着她排着长队去安检.我就这
么看着看着,希望她能一切顺利,身上的化妆水不要因此被拦
截.等她结束以后,微笑的回望了我一眼,仿佛是告诉我都ok了,



我走了.原来目送中的一个回望会让一个人心安.

龙应台在经历父亲的去世时,是个雨天.她没有想到可以站的
那么近,距离火葬场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
里.她撩开雨失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
最后一次的目送.他们父女的这一别,只有在下辈子才能再续
前缘了.

这又让我想到我的父辈们,我现在所经历的目送,都是很简单
的凝望.虽然掺杂着不舍和无奈,至少我们都知道归期,至少我
们可以聚首,至少这都不是最后一次的目送.其实这也算是一
种幸福吧.

看着龙应台的一次次目送,想着自己的一次次目送.突然发现,
自己对父母有着如此之多的亏欠,只有珍惜才不枉他们对我们
的一次次目送... ...

雾散，也散缺了迷茫，梦醒，也唤醒了酣睡的神伤，在这本
深邃美丽的笔记里，我看到的不止是忧伤那么简单。

题记

连妈妈也不知道是何时，她和朝夕相处的飞飞不再是紧紧缠
绕在一起的了。

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已经被刀削似的
线条取代，他不再是那个依偎在妈妈怀中殷勤探问的孩子了。

涉过浓密的江离，粼粼的小溪里，那只睡着的白天鹅，让妈
妈泫然欲泣地跪在丛中拍摄。

妈妈难以想象的是，长成少年的飞飞竟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
小孩!



妈妈的心颤抖了一下，原来，时间真的不可追。

安安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妈妈送他到机场。

告别时的拥抱，妈妈才察觉自己的头只能贴到安安的胸口，
像是抱住了一只长颈鹿的腿。

安安在长长的列队里，等候护照检查，妈妈就像小时候一样，
泛着微黄的眸子跟着安安的背影一寸一寸地往前挪，直到，
直到和从前一样，把他完整地装到瞳中。

这时，妈妈想起了一段让她难以忘却的故事：

在金盏菊畔，安安把背对着妈妈的身子转了过来，紧紧抱着
妈妈，呕心沥血地哭喊着：妈妈安安，也要和妈妈在一起!

故事在妈妈的脑海里重新播放了一次。

妈妈微笑着，等候，等候安安在消失前的回头一瞥。

但是过了很久，安安没有，一次也没有。

妈妈顿时明白了，她眼睛里的孩子，安安已经逃走了，她所
痴恋的，不过是那些被时光冲淡，支离破碎的美好。

妈妈默默地站着，如今，她能做的，只是放手罢了。

因为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这句话是这样简单明了，令人不禁掩卷深思。

回首彼岸，纵然发现光景不在绵长，父母就似那等待孩子回
目一瞥的母亲。



一切只因前世今生的缘，他们所茫然的，所渴望的，只是子
女的珍惜吧。

来一斤母爱是现代子女共同的误区，也许再一次回眸，你和
你的父母已经成为生生的两端，彼此，永远站成了岸。

她有一双温柔的眼，为人母，慈爱地注视孩子，为人子女，
关怀地注视父母;她有一颗细致的心，感受大千世界极致细微
之处，寻找常人不曾想到的生活大道;她有一支淡如水的笔，
却一针见血道破世事百态。

龙应台的文字就像上好的绿茶，初尝有其苦涩感，但回味浓
醇，令口舌生津。

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六年级，觉得内容着实生涩难懂，与我
的生活相距甚远，于是便将它束之高阁，庋藏焉。

直到这个寒假重新将它取出，细读后忽然觉得烟消云散，眼
前豁然开朗，读至精彩处，还不住颔首以表赞同。

所以，人对大义的理解能力与他的年龄、阅历成正比。

全书里令人影响最深的一句恐怕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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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其的理解是，每一代人都有他不同的思想，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就好像一条从宽阔的大道走进岔路。

在大道上父母与孩子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一旦走到路口，父
母、孩子就不得不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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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多分
一些爱给他们，不要远远地望着他们的背影而心存愧疚。

还有一篇令我感想较深的是《狼来了》。

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狼是一种残忍而机警的动物，它们
总是捕食温顺的小绵羊和可爱的小猪;在故事“狼来了”中，
狼群引得全村人手持锅碗瓢盆扛着锄头扁担欲杀之;更有父母
从小告诫孩子“你再不听话，大灰狼就把你叼了去吃掉”云
云。

然而事实上，狼并非如此可恶。

它们团结合作、共同进退、知恩图报、坚强执着、锲而不舍、
和谐共生……由此可见，人从小被教授的观念常常会影响一
个人的'一生，不到特定的情况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这
也是为什么早教如此重要。

《目送》共散文七十三篇，道尽子女与父母的牵绊，兄弟的
携手共形，朋友的牵挂，在脆弱的边缘迷失，在失落的低谷
徘徊。

可以说读一本她的书，就是读一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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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龙应台在她最近出版的一部书《目送》中的一段。

龙应台，这支亚洲最犀利的一支笔，也会有最柔软和难以言



尽的时候。

在此之前我读过她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
烈》，都是用尽了深沉和喜悦的笔锋，写尽了一个母亲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惊叹和感慨。

而《目送》却是思考着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在写父亲的逝
去、母亲的垂老、儿子的远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
进的同时还写失意、失败、脆弱和放手，这是一本生死笔记，
深邃、忧伤、美丽。

其实，《目送》只是这本书中的开篇。

开头作者是写自己在孩子第一天上学时看着他慢慢地一步一
回头地走进校门，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再到孩子十六岁时在
机场目送他离开;当孩子慢慢地不再粘着父母，不再愿意和父
母齐头并进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人，慢慢地独自咀嚼着这
份落寞，慢慢地眼前出现了另一个背影，这个背影也是落寞
的。

在被泪水湿润而模糊了的视线里，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背影，
是被长大了的我们无意时怠慢了的父母的背影,他们从不打搅
我们，总是在离我们十步之遥的地方缓慢前行，是为了看我
们是否安全，是确保我们在无助的时候能第一个出现在我们
的面前，是在看到我们欢乐时他们也能偷着乐……是的，养
儿方知父母恩。

在我们目送着孩子远离了自己的视野时，才知道这样的滋味
父母已经尝过了很多遍。

于是，我读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话。

一下子，眼泪就像决堤了一样再也不能收住。



我一遍一遍地读着这段话，那“不必追”三个字狠狠地刺痛
着我的眼睛。

孩子所去的方向是灿烂的未来，而那个背影要去的地方却是
无尽的黑暗。

感谢龙应台的《目送》，让我们下定决心再对父母好一点，
再好一点。

穷尽我所有，爱他们，因为我们是爸妈最亲爱最疼爱的孩子!

这个寒假,我读了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
这是一本适合感情细腻丰富的人阅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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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暑假,我花了大量时间,终于读完了所有的七十三篇,书未
读完时已被深深感动.

同名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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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目送》读后感

2.目送读后感

3.目送读后感

4.龙应台目送读后感

5.《目送》读后感范文

6.寒假《目送》读后感

7.龙应台《目送》读后感

8.写目送读后感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三

起初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开始读了《目送》这本书，意外的
却对书中的深情渐渐产生共鸣。看着龙应台淡淡地叙述，从
目送晚年的母亲开头，以目送衰退的父亲结尾，龙应台用那
清晰沉稳的笔触给了我们很多视角，对生活，对父母，对子
女，对时间，对距离……从她的叙述中认识了一段沉默的时
光，沐浴了一份陈旧的心。在静静的夜里看到最后，已是泪
眼朦胧。

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无奈的愁绪贯穿全书，却未尝失去对
未来的憧憬与对生活的希望；对于过去的不舍与深情追忆，
渐渐变为对漫漫人生“生死大问”的深刻思考，目送着或悲
或喜的往昔，斟酌着眼前的现实，悲凉、哀伤却更加珍惜。
那些埋藏在灵魂深处，倏忽闪现却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她用这样的方式叙述，让人时而悲痛、时而无奈、时而感动，
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成



长，我们眼前的身影从高大渐趋佝偻，自己也就慢慢成了别
人眼里目送的背影。人生中的背影，总是能带给我们伤感，
或远行，或老去，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痛。

阅读中总有种想流泪的感觉，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
挽留不住的是生命匆匆的脚步，能留下的唯有回忆。文中没
有歇斯底里的情绪，但却让人时常哽咽，让人体味到隐隐的
凄凉与哀伤，敲击每个读者的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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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爷爷的离世，是压抑在我心中不可触碰的伤痛，
让我至今都无法释怀，当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那种不舍和
悲凉在字里行间中得到了宣泄，压抑许久的情感一下子找到
了出口。更是让我拾起回忆中儿时的画面，平凡而温暖。儿
时的我常常去爷爷家玩，每次都是还没到家就先看到在路口
徘徊、张望的身影，而离开时爷爷总是坚持送到那个路口，
小路上，依然是那个身影，久久伫立，直到视线模糊，那里
依然闪烁着追逐的目光。从小到大无数次承受着爷爷不舍的，
满眼的目送。甚至在他最后的时光里，我去医院看望，记忆
中那是爷爷第一次催促我早些离开，病床上爷爷的目光紧紧
跟随着我的脚步，伴我归途。在火葬场的炉门前，我深深凝
望爷爷远去的身影，似乎这是第一次我目送着他离开，遗憾
的却也是最后一次，原来目送是那样的落寞与哀伤。

父母对子女的牵挂，总是随着光阴和距离增长。曾经的我们
或是为了追逐梦想，又或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背起
行囊远离家乡，离开爱我们如生命的父母，在父母的目送中
渐行渐远，留给他们的总是消失在小路转弯的背影。慢慢的
我发现，越长大，所承受的生命的重量也就越大，牵挂的也
越来越多，父母头上的白发、眼角的皱纹都让我们倍感心酸。
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力量，让很多东西在岁月中无声的流逝，
而我们能够做的，唯有珍惜。



《目送》写出了每个平凡的人在生活中都会遭遇的脆弱，这
些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之事、常人之情，在龙应台的笔下都用
最朴素的方式绽放出了动人的诗意。读《目送》一书，会看
到感性而又素朴的文字背后，对生命、对亲情、对幸福的深
情领悟，刚柔之间，丰润而豁达。再多的遗憾和不舍都不过
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回忆愈合过往的伤口，
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在感悟之后，时间早已变作更加
从容的微笑和更加坚定的目光，生命中每一个微小的瞬间都
在珍惜之后更显光彩，对于生命，最好的不是挽留而是珍惜。
让我们学会捧起一抹阳光，向目送着你的生命致敬，对被你
目送的生命问安。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四

《目送》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文章，是2008年《亚洲周刊》
评出的中文十本好书之一，曾在凤凰中文台朗读。说的是一
个母亲从送孩子上学开始，都是目送着孩子的小身影直到看
不见；对孩子该放手时不忍放手、可又不得不放手的目送；
以及对年老的父母，最终也只能目送他们离开，不能追，也
追不上的一代代之间的轮回感受。儿子的长大、疏远，父母
的老去、离开，她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目送......咳，读来
淡淡的辛酸。

我收藏了这篇文章，介绍给女儿看......

不料女儿看到一半时，突然说：这不就是你么？你以前不总
是这样目送着我们去上学么！

相信她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当年我送她们上小学的情景！真
的就是龙应台在文章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

但是孩子的视角就不同了，她直接说这就是我了！可见当时
母亲那殷切的目光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是的，那就是我！是天下所有的母亲！

现在女儿也长大了，正是龙应台儿子出国时的年龄，她在文
中说：儿子过安检的时候她以为会回头望她一眼，可是却没
有。

我问女儿：你也会象她儿子那样头也不回吗？

不会！女儿毫不犹豫地说。

其实她们姐妹也曾这样做过，一起出行，她们戴着耳机，沉
浸在疯狂的音乐里，把我们二位甩在老后头......

关着房门，听着音乐，我敲了多次门也敲不开……

她们不也是不理睬我们吗？

其实，龙应台的儿子未必是冷漠，不想回头看妈妈，也许是
害怕看到妈妈不舍而难过的神情，也许他在那头也强忍着泪
水？无情似有情呢！

现在，女儿至少还记得母亲的眼神，至少毫不犹豫地说不会
不回头！也至少回到家来还会唧唧喳喳地对我说着学校的事
情，这就够了！虽然以前从没从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
们在努力填着代沟......刚才女儿拿了钱出去了，说她去买
菜，回来与我一起做......呵呵！至少目前还是值得欣慰的！

而我们自己，不也是在父母的目送下，远走他乡吗？在以前
只能通信的年代，他们对孩子的目送，都写在了纸上，几十
年后，我们不也正是与龙应台一样，又无奈地目送着父亲母
亲的离去吗？真是追不上啊！

永远也忘不了父母亲离世前对我们那恋恋不舍的眼神，那种
对生的渴望，那种对儿女尚未用完的爱，深深地镌刻在了脑



海中......到了这时，才后悔着：怎么一不留神，老人就走
了呢！之前忙于工作和孩子，似乎没考虑到老人们对我们的
牵挂，但是老妈妈的眼睛穿过电话线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而
我，却又在关注着自己的孩子！到了若干年后，这些孩子一
个不留神长大了，而我们也老了......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五

这是一个关于时光的故事，生命的反思。

——题记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性散文，"
把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
和‘舍’"化作"刻骨铭心的痛"。

也许这部书正应了书中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
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
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不同的年龄对这句话（正如这本书），
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也会因人而异：

生命中常常会有朋友的离去，亲人的离去，顾名思义——生
离死别。"天下无不散之席"，总不会有永恒的相聚，而我们，
活在当下，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时光的流失是世间万物
的规律，它会带走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
的情感，那是因为我们不断在成长，当我们正感叹周围的一
切都变了，其实不知不觉我们也在改变。

一生目送——我的理解也许并不够深刻，并不够成熟，还没
有经历深思熟虑的锤炼。但我往往会经过仔细思考，来写下
这些阅读中的心得，理解中的体会。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
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慢
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我们的一生都在目送。



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怀揣欣赏的眼光看世界，看世间形形色
色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成就背后，也许还有必不可少的奋
斗过程；他们华丽的外表下，也许还有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
只有从人生中理解他人的人，才能拥有自己的一番成就，总
是无用的羡慕欣赏，对自己是毫无帮助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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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他们的成就，但却不知道他们"孤
独"的人生。

目送一生——每个人都会随岁月的流逝而老去，也许没人回
望自己的一生会完完全全满足吧？人性都是贪婪的，尤其在
可贵的生命面前，他们往往叹息自己的财富不够，权利不大，
但在这时光中，我们丢失的最珍贵的是什么？难道你愿意拥
有永恒的生命？人生是旅程，一个旅伴在不断变化的旅程。
可以想象当你孤独的行走于人生，周围的景色变了，亲人离
去，人生又有何意义？j.k罗琳在书中曾说：死亡对于勇敢的人
来说是一次冒险。对于生命来说——最好的态度不是挽留，
而是珍惜，挽留不住的.是生命的脚步，能留下的就是回忆。
好好目送自己的一生，同等于好好珍惜。

世间大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终还是沉寂于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

凡是描写人所经历的故事，总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也许我们
有些伤痛不曾经历，但我们可以在别人的体会中体会，这岂
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过早的体会让我们理解——再多的
遗憾与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填补过去的空白与伤口，带着爱与释怀，与生命和解！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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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爸妈在外，跟着爷爷，他既有爸爸的阳刚，又有妈妈
的温柔，把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后来我长大了，他也老了，
什么心脏病，肺心病都伴随着他，让他只能卧床休息。再接
着，我出来工作了，他重病在床，直到最后也没见上一面。
那时我多想说，让时光倒流吧。

我们要珍惜父母健在的日子，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何等的感慨，又是
何等的伤感。珍惜身边的人，茫茫人海，有幸相遇，或为亲
人，或为朋友，或为同事，是何等的缘分。阅读了《目送》，
让我懂得生活既充满阳光，也有雨雪风霜。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坚强、勇敢地面对一切，过好生命
的每一天。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语：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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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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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的读后感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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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