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讲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第1课时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课堂目标 听课问题

1.了解日本军国主义
的侵华罪行；通过了
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
场的抗战，感悟中华
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
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全
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
砥柱；
2.认识中国战场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东方主战场，理解十
四年抗战胜利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
史意义。

1.日本局部侵华的表现有哪些？(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情怀) 
2.国内外对日本局部侵华的反应有哪些？(唯物史观、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家国情怀)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
情怀)
4.在抗战的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哪些大规模的
会战？各有什么意义？(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
怀)
5.在抗战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进行了哪些努
力？
(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情怀)
6.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意义是什么？(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家
国情怀)
7.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哪些努力？
结果如何？(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家国情怀)



高考考情分析
时间 全国卷    地方卷

2024
【新课标】42. 1932年民族危机加

剧

广州·9· 抗战时期国民党强调其在抗战和国家命运中的独占地位

甘肃卷·8·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2023
【新课标】44.解放区人民政权选

举制度

浙江·8·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 

湖南·全民族英勇抗战·统一累进税 

湖北·敌后战场的抗战   

浙江·抗日战争的胜利

2022

【I】党的政策调整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   

【II】边区政府的特征

广东·中央向解放区军民发出的号召

湖南·陕甘宁边区党员队伍壮大和党组织广泛建立

浙江（1）·13·抗日名将吉鸿昌  浙江（6）·13·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江苏·8 ·陕甘宁边区革命动员与妇女生活的联结  

山东·7·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2021
【乙】侵华日军的罪行与中国军民
的抗日斗争

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湖南·中国军民抗日战争

2020
【II】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天津·激励民众共御外侮    江苏·中共增强民众抗战意识   

浙江·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日军的细菌战和毒气战    

海南·中共的敌后抗日   北京·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考点要求 考题统计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
（3年13考）

2024 选择题：北京、浙江卷6月；非选择题：辽宁、全国新课标

2023 选择题：福建、重庆、广东；非选择题：全国甲卷

2022 选择题：河北、湖北、浙江1月、浙江6月；非选择题：重庆

全民浴血奋战与抗战的胜利
（3年21考）

2024 选择题：甘肃、重庆、广东、湖北、全国甲；非选择题：江苏

2023
选择题：辽宁、江苏、海南、北京、山东、湖北、全国甲、浙江1月；
非选择题：湖北、海南、全国乙

2022 选择题：全国甲；非选择题：福建、浙江6月

高考考情分析

 1.分析：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等是考查重点，强调时代背景
下中国共产党举措的重大意义。敌后战场的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
侵华罪行；中共七大与毛泽东思想；全民族抗战等都是高频考点
2.预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可能是重要命题点。

重点关注：民族意识觉醒、局部抗战、九一八事变、“攘外必先安内”、西安事变、
“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南京大屠杀，全国抗战、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洛川会
议、皖南事变、减租减息政策、“三三制”原则、中共七大、日本投降、民族精神、
大国地位、十四年抗战、“双十协定”、重庆政协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北平谈
判、渡江战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时空定位与阶段特征

时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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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时段 表现

抗日战争时

期(1931—

1945年)

政治上，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从对峙走向合作,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这一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敌后

战场相互配合,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日本对沦陷区的疯狂掠夺，中国民族

企业遭受空前残酷的打击。抗日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大生产运动。

思想上，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描绘

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及前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

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总特征：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同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题。

时空定位与阶段特征



拓展❶ [知识延伸]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

1929—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和失业情况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工业生产下降 46.2% 40.6% 28.4% 16.5% 8.4%

外贸缩减 70% 69% 50% 48% 50%

失业人数 1700万 600万 近300万 85万 300万

根据表中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多角度分析日本侵华的   原因。



(1)根本原因：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
的发展受到国内原料和市场的限制，需要通过向外扩张，以获得大量的商
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2)历史原因：征服“满蒙”是日本的既定国策。
(3)客观原因：西方国家忙于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无暇顾及中国；英、

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采取绥靖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
野心。

(4)直接原因：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日本经济
遭受沉重打击，日本陷入极端困境，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转嫁危机。

(5)思想原因：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和军
国主义思想，军国主义将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

(6)有利时机：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全力“围剿”红军，给日本侵华以可
乘之机。



一、局部抗战（1931.9.18——1937.7.7）
日军局部侵华 中国各界反应

1.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对东北
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袭击，
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局
部抗战的开始
2.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
仪做傀儡，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

1.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以主要力
量“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
抗政策，幻想依赖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撤兵。
2.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东北人民革命军坚持抗战；
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党员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下浴
血奋战，牵制了大量日军

3.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 3.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

4.1933年，日军由东北向长城沿线
进犯

4.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5.日本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一系
列协定，实际上控制了热河、河北、
察哈尔三省，进而又加紧策动所谓
“华北自治运动”，这些事件总称
“华北事变”

5.1935年8月1日，红军发布《八一宣言》；1935年12

月，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即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
华民族的新觉醒，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6.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促进
了中共中央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全国团结抗战的局
面初步形成



  （2023·广东·统考高考真题）“三十年代初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左

派的圈子，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反对华北自治……等等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

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了。”上述现象反映了（    ）

A．九一八事变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B．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C．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D．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答案】B

【详解】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1935年12月9日，
北平（北京）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
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高呼“援助绥远抗战”“各党派联合起来”等口号，史称
一二·九运动。由材料“反对内战、反对华北自治”，可知左翼文化运动阵营的扩大
与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有关，B项正确；



局部抗战的特点及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
序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后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共中央多次发
表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工
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
政府抗日。上海、北平、南京、津、北平、汉口、青岛、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
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
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沉重打击日本的经济侵略。1935年北
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平津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组织南下宣传团，
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摘编自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 

思考：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1931—1935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及
影响。

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域广泛，波及全国范围；

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广泛参与 有武装斗争、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

缺乏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

  影响：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侵略；
            唤起民众觉醒，促进民众奋起与抗日救亡运动；
            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2024·全国新课标卷）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1932年中国重要新闻标题摘编如下：
锦州撤防辽西尽陷；蒋汪昨晚在杭晤谈；溥仪竟作傀儡；日本大批军批昨日到
沪；蒋汪均决长住首都：日本毁我经济中心，上海闸北惨化灰烬；日军自昨晨
猛烈总攻，我军沉勇坚守击退之；十九路军奉令开闽；蒋介石又做鄂豫皖“剿
赤”总司令；全国红军继续大获全胜；国民党军阀大调白军布置进攻苏区；日
军果进犯热河；湘鄂赣红军二次大胜利；国民党进攻苏区；愧儡组织近状；全
线出击，红军捷报频传。

——摘编自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

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择取材料中的有关时事，拟定一个主题，

写一篇短评。（要求:主题正确，运用材料，史实准确，评论合理。）

首先，阅读题干要求可知，择取材料中的有关时事。拟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正确的，即需
要符合史实。就主题写短评，即史实与评论相结合。例如，据材料“锦州撤防辽西尽陷；蒋汪
昨晚在杭晤谈；溥仪竟作傀儡；日本大批军批昨日到沪”“日本毁我经济中心，上海闸北惨化
灰烬；日军自昨晨猛烈总攻，我军沉勇坚守击退之”“日军果进犯热河”可以拟定主题为民族
危机的加剧与抗日烽火的燎原。然后，结合所选相关时事的主要内容来评价。如，结合所学从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华北的史实来凸显日军侵略
下民族危机的加剧，结合所学从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抗日、十九路军的抵抗、国民政府的不抵抗
政策、一二·九运动等来反映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做到史实正确且充分，逻辑清晰。
最后归纳总结，如1932年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危机加剧的时代。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中
国人民展现出了英勇无畏民族精神，掀起了局部抗日的烽火。也可从其他角度论述，如红军长
征等，史实准确，评论合理。

【答案】示例：
主题：民族危机的加剧与抗日烽火的燎原
评论：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扩大侵略，占据整个
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
建立伪满洲国。占领东三省后日本又将侵略矛盾指向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虽然
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寄希望国联迫使日本撤兵而幻想破灭，但是民
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东北人民革命军艰苦抗战。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
到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援。面对日军制造的华北危机，1935年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
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促进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抗
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综上所述，1932年的中国是一个民族危机加剧的时代。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中国人民展现出了英勇无畏民族精神，掀起了局部抗日的烽火。



二、全面抗战（1937.7.7——1945.9.3）

1．开始标志：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外卢沟桥举
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
日军竟然向宛平城射击，炮轰卢沟桥，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卢沟桥事
变，又称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2.正面战场的抗战
(1)政治：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国共合作抗战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知识拓展】两次国共合作的对比
项目 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

社会背景

政治地位

斗争对象
合作方式

群众基础

结  果

国际环境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 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国共都处于发展期，都属于革命政党 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逐渐成熟

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和农民阶级（四大阶级联盟）

具有空前广泛的民族性，包括国内各阶级、
各阶层及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人士

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途破
裂，大革命失败

最终取得抗战胜利

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反对 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持

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可以参与国民党的一些问题讨论并发表个人意见。
党外合作：两党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运作的，不干涉对方党内要务的合作方式

两党关系的演变： 合作→对抗→再合作；再合作→再对抗
影响国共两党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
(1)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群
众的利益，阶级性质的不同是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根本原因。
(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党结束对抗走向合作；当阶
级矛盾上升时，两党合作关系破裂，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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