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写法五个字(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什
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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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写法五个字篇一

开头：最近我读了本...的书。让我觉得受益匪浅...

故事主要讲了...(大概内容)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情节)

我因该...(例如向某某学习某种精神啦..)

结尾：...这是一本让我学到很多好书...

大家看看小编自己写的一篇文章：

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有感

最近，我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令我
深有感触。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主要讲述了又盲又聋的海伦•凯勒坎坷
的一生，以及她的心路历程。她一生只有十九个月光明与声
音，在安妮•莎利及其他老师的帮助关爱下，在亲朋好友的成
全中，海伦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哈佛大学学
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她始终致力于残疾人事
业，四处募捐用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环境，并为他们创造受
教育的机会。她曾周游世界各地，为残疾人加油鼓劲。最终



成为一名杰出的慈善家、演讲家、教育家。

我每次翻开这本书，脑子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海伦小时候，
在生病前的笑容、快乐、活泼。生病以后，再也没有了笑声，
成为一个在黑暗中游荡的精灵。仿佛我自己也会有这种遭遇。
如果我也有这种遭遇，那我决不可能在黑暗与寂寞里生活那
么久，一定会痛不欲生。

她的世界只有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但她却顽强地
认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第一天：我要通过眼睛看到那些鼓励我生活下去的善良、温
厚与心怀感动的人们。

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

第三天：我将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度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
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体验他们的快乐、忧伤、感动与善良。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
壮的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写照。海伦凭着一颗坚强
的心，最终在逆境中崛起，真是身残志不残。作为新一代的
大学生,有着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自身缺乏毅力。因此，
这篇文章给我最大的启示是：

一、 要正确地对待困难，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遇到
困难时，不要害怕退缩，而要想方设法地将困难克服，战胜
困难的过程也正是自己进步的过程。

二、尽力地完成每一件事。有位名人曾说过：“什么是不容
易?不容易是把每天应做的事每天都坚持做。什么是不简单?
不简单就是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是啊，如果能按上面说
的去做确实是十分难。做一件事、坚持一天很容易，坚持二
天也很容易，但天天做到却很难。因为这不仅需要恒心，还



需要坚韧不拨的毅力。而要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更是难上
加难。因为这不仅要上述的两点，还要有做事认真仔细的好
习惯。如果我们能办到这两点，就能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得
到进步，得到提高。

三、 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海伦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
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
己得到信心。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有这一本好书做我的良师益友，相信我以后的日子会过得
更充实。我会永远记住这个二十世纪的奇葩——海伦。

读后感写法五个字篇二

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
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题目可以用《__×读后感》;也可以用
《读__×有感》;还可以用自己的感受(一两个词语)做题目，
下一行是——《读__×有感》，第一行是主标题，第二行是
副标题。

写好读后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认真读文章。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
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
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 不过
在"感"之前还要先让孩子知道是谁写的文章，也就是作者是
谁?其次再进入文章中，明白文章里讲述了什么人，有几个人
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做了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样?作
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第二、叙述要简明。

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起"
感"的那些内容，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但是
它又不同于记叙文中叙述故事的要求，无须讲述的那么具体、
生动，只需简单扼要，只求能引出事理。孩子在最初写读后
感时，常常犯这种弊端，总是引用原文，把简述变成了复述。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孩子还不能把握文章所要讲述故事要点，
所以才简明不了。简明，不是文字越少越好，不仅简还要明。
在父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告诉孩子，作者是在什
么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这样，
就能更有效地提高孩子的理解能力。

第三、选准感触点。

一篇文章或是故事，可以排列出许多感触点，读了整篇文章
后，有何感想?受到了什么启示?可是在一篇读后感里最好只
阐明一个中心、一个要点。所以就要求孩子对这些众多的感
触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认为感受最深、针对性最强、
自己写来又觉得得心应手的一个观点，然后作为读后感的中
心，再加以论证便形成一篇完美的文章。家长可以先让孩子
谈一谈他的想法，问他读后有何感想，得到了什么启示?然后
再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告诉孩子，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
应该怎么做，可以相互探讨、相互交流。

第四、要联系实际。

再动人的情感，再真实的体验，脱离了现实生活就会飘若云
烟。"生活乃文章"，一切皆源于生活。所以，要让孩子从实
际联想，从现实生活出发，可以从学校里、家里、街道上、
公园里等场所的所见所闻入手，从生活的点滴入手，从小事
入手，就更能让孩子有事可说，有例可举，有感而发了，这
样才能把感受写真实。 家长在辅导孩子写读后感时，一定要
告诉孩子：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



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要写得有真情
实感。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非“检讨书”或“保证
书”。要写出独特的新鲜感受，力求有新意的见解来吸引读
者或感染读者。

读后感写法五个字篇三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
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题目可以用
《读后感》;还可以用自己的感受(一两个词语)做题目，下一
行是——《读有感》，第一行是主标题，第二行是副标题。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五、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六、要审清题目。

在写作时，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力求做
到“读”能抓住重点，“感”能写出体会。

七、要选择材料。

读是写的基础，只有读得认真仔细，才能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从而抓住重点，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才能有所感受，有所
体会;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读感之间的联系点来，这个点就
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文中点明中心思想的句子。对一篇
作品，写体会时不能面面俱到，应写自己读后在思想上、行



动上的变化。

八、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
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
的作品上来。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
生活实际。

九、要符合情理、写出真情实感。

读后感写法五个字篇四

小学生作文写法

小学生常用作文写法详解・写老师

第一部分写人的作文

第一类写老师

一、写老师的作文类型

1.描写老师的外貌，要求抓住老师的外貌特点;

2.通过记叙一件事情，来表现老师的性格特点或高尚品质;

3.通过记叙一两件事情，来表现老师的性格特点或高尚品质。

二、写老师的参考题目

1.《我的老师》

2.《我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



3.《我的启蒙老师》

4.《我的第一位老师》

5.《感谢您，老师》

6.《夸夸我们的班主任》

7.《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

8.《老师笑了》

9.《某某老师二三事》

10.《师生情深》

11.《师恩难忘》

12.《老师，您还记得吗》

13.《老师，请相信我》

三、写老师的参考开头

1.《我的老师》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我最最难忘的，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王进老师。

第二种开头：我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语文课的是经验
丰富的王进老师，那时候我可喜欢上她的课了。

2.《我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的三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我的语文老师是个很年轻的老师，他的个子不
高不矮，皮肤不黑不白，戴着一副眼镜，走路时手里总是要



带着一本书，一看就知道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第二种开头：我的数学老师长得可漂亮啦，同学们议论时都
说她像电影明星巩俐。

第三种开头：在我的老师当中，美术老师王老师应该说是最
有特点的一

个人了。

3.《我的启蒙老师》的三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妈妈，是她教给了我最基
本的知识，扶我走上了学习的大道。

第二种开头：启蒙老师是人的第一位老师，他永远使人难忘。

第三种开头：我的启蒙老师是谁呢?她就是我亲爱的外婆。

4.《我的第一位老师》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要说起我的第一位老师，那要算是幼儿园的周
老师。第二种开头：姓王名芳，善耕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
师――她，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5.《感谢您，老师》的三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但我现在一想起就会不
由得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感谢您，老师!”

第二种开头：石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曾经在我遇到困难
的时候，热情地帮助过我，直到现在我仍在心中深深地感谢
着她。

第三种开头：那一年，我的腿疼病又犯了，只好在家休息。



可是我多想去学校，多想和同学们在一起呀!这一天，班主任
石老师来看我。

6.《夸夸我们的班主任》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我们的班主任姓李，要说起她呀，全班同学都
会竖起大拇指把她夸一夸。

第二种开头：我的班主任是李老师，留着一头短发，走起路
来风风火火的，一看就知道是位精干而有魄力的人。

7.《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杨老师热爱学生，从来也不责骂我们，他是我
最尊敬的一位老师。

第二种开头：在我们班级里，有一位头发乌黑、两眼炯炯有
神的青年老师，她就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杨老师。

8.《老师笑了》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董老师张开了嘴巴，她的嘴角像月亮一样变得
弯弯的。她开心地笑了!

第二种开头：一开学，董老师就找我，让我做好准备参加区
里的数学竞赛。他对我说：“你的数学基础扎实，这次很有
希望!”可我的心里却慌得很，一点没底。

9.《某某老师二三事》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要说起我们班的江老师，她的故事可多啦!

第二种开头：宽大的前额，满布皱纹的脸和已经开始花白的
两鬓，这就是我们的江老师的肖像。他已经教了我们三年了，
在这三年中，有多少事情值得我们回忆啊!



10.《老师，您还记得吗》的两种开头

第一种开头：陈老师，您还记得吗?那一年，您教我们美术，
我是班级里画画画得最不认真的一个学生。

第二种开头：陈老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在三年前，一
个学生曾经惹得您掉下了伤心的眼泪。

四、写老师的参考词句

1.老师讲课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山涧的清泉缓缓流过我的
心田。

2.同学们完全被她的讲课吸引住了，随着她脸上的表情，时
而凝神深思，时而神采飞扬，时而频频点头，时而低头含笑。

3.她年轻精干，对同学热情亲切，就像一位辛勤的园丁，栽
培着我们这些稚嫩的幼芽。

4.她的这些话，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

5.老师讲的这些话多有劲呀，每一句话都像小锤一样敲打在
我的心上。

6.他中等身材，微黑的脸膛，显得很健壮，一双不大不小的
眼睛，总是露出温和的目光。

7.新来的班主任是位女教师，脸上露着微笑，说话总是细声
细气的.，右嘴角有一粒黑痣。

8.她中等身材，稍微有些发胖，眼睛总是那么炯炯有神，也
许是过于疲劳的缘故吧，使得她本来就有些发黄的头发上增
添了几根银丝。

9.王老师白净的脸上嵌着一双有神的眼睛，小巧而端正的鼻



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瘦而高挺的身材，衣着总是那么
整洁得体。

10.年轻的女教师姓赵，细高个儿，白净的脸上有一对温柔的
大眼睛，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像是在哄孩子。

11.门口出现了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只见他两鬓
略带银丝，面庞上有淡淡的皱纹，然而目光炯炯，显得很有
精神。

12.吴老师的眼睛是双眼皮儿，乌黑的眼珠又圆又大。

五、写老师的参考段落

1.您在这短暂的说话间歇，眼光向整个教室溜了一遍，您的
目光和我的目光相碰，这相碰仅仅是一刹那，就在这一刹那，
多少同学异样的目光扫向了我。我的同桌，那个调皮鬼
还“嘿嘿”笑了两下。我的心沉下去了，我的头垂下来了。

(小作者很会写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得形象生动，让人一看就
知道“我”当时心里不好受了。)

2.有一次，放了晚学，外面下着滂沱大雨，窗户被豆大的雨
点打得“噼噼啪啪”地响，同学们都有伞，他们打着伞回去
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教室门前的走廊里。此时，风更猛烈
地怒吼着，铅色的阴云又一次布满了天空，仿佛要吞了整个
世界，又是一道闪电划破了黑沉沉的天空，接着是轰隆隆的
打雷声。我害怕了，身子也觉得冷了起来，我哭了。哭声惊
动了正打着伞回家的马老师，她走了过来，温和地问：“海
平，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我回答说：“马老师，天下着
大雨，我不敢回家。”马老师说：“来，我送你回家。”于
是，就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拉着我走出了校门。

(这里的景物描写写得很好，这样就突出了我的着急，突出了



老师对我的关心。)

3.刘老师站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的身影像一棵大树，
又像一座塔。我们都敬畏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只
听见头顶上的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在说：“你们是多
么胡涂啊!”

(用了两个比喻写出刘老师的沉默不语的样子，使人难忘。沙
沙的叶声也烘托了我们内心的害怕和愧疚。)

4.我将要到广州上学，吕老师知道我爱好集邮，临行时，送
给我一本精美的集邮册，上写：“南北千里共进步。赠我的
朋友――韩磊。”朋友，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老师――
朋友”，每当我看到这里，心中就激动万分。

(面对这样平易近人的老师，哪位学生能不激动万分呢?)

5.老师，您还记得吗?我还曾经是校排球队的队员。有一次早
训练，由于我来不及吃早饭，胃病复发了。一阵阵绞痛使我
难以步行，满脸汗水交织着泪水，队员和教练把我扶到办公
室。您知道后，立即赶来，询问了情况，马上给我端来了开
水和点心，看着我，一边跟我开玩笑，一边哄我吃点心，想
使我忘记病痛。后来，您又搀扶着我去医院看急诊。我偎依
在您身旁，就像女儿偎依在母亲的怀中。我的眼睛湿润了。

(最后一个比喻就像这一段文章中的眼睛一样，它把我对老师
的敬爱，和老师对我的关心都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6.快到中午了，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接着便下起了大
雨。我们没有拿雨伞，心里非常着急。正在这时，王老师把
我和妹妹从楼上叫下来，并给我一把雨桑她从走廊里推出自
行车，披上雨披，说：“让你妹妹坐在车上，我把你们送回
家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位满脸雨水的老师，感
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雨不停地下着，我的脚踩在水坑里，



水和泥溅在老师的裤子上，雨点打在老师的脸上，我从雨伞
下面偷偷地看着满身泥水的老师，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样的语句很有用处，它
把“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写出来了。读者读了，也一定会和
小作者一样，心里涌起激动的心情。)

7.正是这辆车啊!它日日夜夜、年年月月载着陈老师上班、下
班、家庭访问……有时车胎漏气了，陈老师就推着车走。有
时我看见陈老师身上沾着泥，自行车也脏了。我想陈老师又
摔跤了吧!如今，自行车的轮子已经磨光了，它就像上了年纪
的人一样。自行车的主人――陈老师脸上的皱纹也开始多了
起来，头上也增添了白发。可是就像她的自行车一样，仍然
坚持着工作。

(通过一辆自行车来写老师，小作者的点子真妙!)

8.姜老师在同学之间来回走着，脚步很轻、很轻，生怕打扰
了同学的思路。她那张瘦削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扫视着
每个同学，目光是那么温和、慈祥。

(写人物，就是要进行描写，把当时的情况，哪怕是很细小的
过程，也具体地写出来。你看，小作者写姜老师的脚步，写
姜老师的脸，写姜老师的目光，是多么细致!)

9.后来，马老师因工作的需要调走了，可我的心里一直想念
着她。当我看到月

读后感写法五个字篇五

一、训练目标：

1、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选择最值得发表、感受最深、见



解新颖独到、最有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感受来写。

2、写读后感，读是基础，情是纽带，感是核心。因而，我们
应在读上下工夫，在情上求共鸣，在感上作文章。

二、写作指导：

(一)导入：

读了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之后，往往会产生一些感想。把
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
文章就叫读后感。读后感是读书笔记的一种，是读了一篇文
章或一本书以后写下的感想。“感”，所包括的范围很广，
有的是读文章引起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而产生的感受;有的是从
文章中学到知识;有的是弄懂的某个道理;有的是受到的启发，
教育。

(二)指导：

读后感常见的写作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
字“引”、“点”、“议”、“联”、“结”。

1、“引”：要写好读后感，读是基础，感是由读而生的，没
有对原文的研读，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
在读原文时，应认真细致、悉心体会、反复琢磨、准确领悟，
把握原文的主旨。在此基础上，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
书本或文章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
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
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绝不能
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本或文章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
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如果引述
过多或过长，甚至只是照搬照抄原作，那就会叙多于议，造
成喧宾夺主，“头”重“脚”轻了。



2、“点”：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
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之为“观点句”。
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
文中的位置是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
这类文字要少而精，不要拖沓。观点提出来后，文章才能围
绕自己的观点展开，写得明确、写得深刻。初学写作的同学，
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3、“议”：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既可就事论事对
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
一般的作一番挖掘。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
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
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
是，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
基本观点服务。

4、“联”：围绕基本观点的论述拓展____，去联系实际。写
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淡。就事论事，放不开，
感受不够深，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淡，往往使读后感缺乏
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
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
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
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
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
断而“丝”连。

5、“结”：就是结论。结论的写法，或与开头相呼应，或归
纳出结论性的意见，或强调某个重点，或发出号召。这个结
论可以是批评式，可以是劝勉式，还可以是鼓动式，这要视
全文内容而定。

以上几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
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



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
历，就不必再写第四部分了。

三、训练题目：

读书是美妙和精神之旅，是一件启人心智、怡人性情、令人
快乐的事。在读书过程中，同学们情感常常会随着文章的内
容而起伏，或激动、或振奋、或悲伤、或愤怒……如果我们
将读书时的体会、感受、领悟写下来就是读后感。试写一篇
读后感，不少于600字。

要求：1、要从自己感触最深、有话要说的方面入手来写。2、
要对文章或书中自己感触最深的内容作简要的介绍。3、谈感
想要联系自身或社会的实际，不要空发议论。

四、学生写作：略

《呐喊》读后感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
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__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
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
《药》，《孔乙己》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____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__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鲁
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
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
的__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______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________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______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____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
而____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
叔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
茶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
全脱离群众的____是无法成功的。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__人民看了以后，能够
清醒过来。鲁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愤怒
而又带有鼓励的语气，激励着当时半梦半醒的__人，用带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鲁迅先生
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龙——__，早日苏醒，重整我____雄
威!

__经过几十年的历史，从封建社会走向了________社会，
向__社会而迈进，这是经过我们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经过
了几代的国家____，才走来来的，我们要继续努力，为__而
奋斗!同学们，让我们______，为我们的美好明天而奋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