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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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复习目标

  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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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战场是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理解14年抗战胜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意义。通

过了解全面内战的爆发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灭亡的原因，

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意义。

1. 了解日本侵华的相关事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的重大战役；了解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内容，知道全面内战的进程。

2. 运用相关史料论证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渗透史料实证意识、培

养历史解释能力；构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重大事件时序轴。

3. 认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和艰巨性，体会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

有力的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



 1.局部抗战（1931-1936）
  （1）背景

①历史原因：侵略中国是日本既定国策（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②直接原因：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
③有利时机：国民政府全力围剿红军
④国际：英、美等国推行纵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
（2）日本局部侵华的过程

事件 时间 侵华表现

①九一八事变 1931.9.18 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

②一·二八事变

（淞沪抗战）

1932.1.28 日军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全

国民众的积极支援

③建立伪满洲国 1932.3 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

④长城抗战 1933 日军由东北向长城沿线进犯，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⑤华北事变 1935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华北脱离中国

二、重要史实概述
知识梳理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1931-1937）



“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

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党史研究》

 首先大家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
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等）去为
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八一宣言”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1.局部抗战（1931-1936）
（3）抗日救亡各方力量的反应
 ①国民政府
A.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日妥协，对红军围剿）B.寄希望于英美调停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

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

 ②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讲话（1931年11月30日）

A.1935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B.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政策 C.《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知识梳理一    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1931-1937）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还能）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亲爱的全
国同胞，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3）抗日救亡各方力量的反应
 ③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A.东北人民革命军           B.1932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 

C.1935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促进中华民族新觉醒  

D.1936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

知识梳理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1931-1937）

 

（4）西安事变
  ①背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
  ②过程：1936.12.12  兵谏、逼蒋抗日
  ③结果：经各方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联蒋抗日方针实现。全国团结抗日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政治力量的基本态度

国民党内亲日派
以何应钦为代表，
主张军事解决，讨
伐张、杨，扩大内
战，夺取统治权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
以宋美龄、宋子文为
代表，主张通过政治
手段营救蒋介石和平
解决西安事变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以李宗仁、白崇禧、
阎锡山等为代表，
主张和平解决

处死蒋介石？
纷争四起；国民党亲日派掌权；
日本灭亡中国的步伐势必加快。

中国共产党
主张和平解决，推动国民党向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日本
挑拨国民党内部亲
日派扩大内战，以
便扩大侵略中国

英美
担心国民党亲日派乘机掌权，
日本趁机扩大侵华，排挤其
在华势力，主张和平解决

苏联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不希望中国
爆发大规模内战



  2.全面抗战的开始

（1）七七事变（1937.7.7）
 ①地点：北平卢沟桥
 ②经过： 

 ③影响：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①“七七事变”后，中共通电全国、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讲话
 ②1937.8月，中共召开洛川会议，标志着中共全面抗战路线的形成。
 ③1937.7，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④1937.8，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⑤1937.9.22,国民党发表了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战宣言。
 ⑥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知识梳理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1931-1937）



②经济上：“以战养战”，对占领区大肆进行野

 蛮的经济掠夺，掠夺工矿业、金融业、交通业、粮

食、劳动力。

（3）对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光”政策，“扫荡”、“治安强化运动”。

(4)重庆大轰炸(5)实施细菌战 (6)推行慰安妇制度

治安
强化
运动

治安区
（敌占区）

准治安区
（争夺之地）

非治安区
（敌后根据地） 以“扫荡”为主，三光政策。

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
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以推
广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

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
度，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
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
绝抗日活动。同时，宣扬“王
道乐土”，强化奴化统治。

知识梳理一：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1931-1937）
3.日军的侵华暴行
（1）南京大屠杀（1937.12）
（2）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①政治上：“以华制华”，扶植傀儡政权。
 1940汪精卫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

1940年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
京成立。汪精卫任伪政府主席，
宣誓为其主子“效忠”。4月日本
为让汪精卫更好地为其“效忠
”，将其母接到南京



     1.正面战场的抗战（国民党领导——片面抗战）
    （1）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会战 时间 事件（战斗） 意义

淞沪会战 1937.8-11 粉碎日军“三个月亡华”的狂妄企图。

太原会战 1937.9-11 平型关大捷 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忻口会战 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战役

徐州会战 1938.1-5 台儿庄大捷 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胜利。

武汉会战

广州会战

1938.6-10

1938.9-10

毛泽东发表《论

持久战》

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抗战进入相持阶

段。广州武汉陷落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知识梳理二：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1945）

敌后战场的抗战敌后战场的抗战

正面战场的抗战正面战场的抗战

亚太战场亚太战场



 1.正面战场的抗战（国民党领导——片面抗战）

   （1）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2）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
   （3）战时内迁——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
①原因:

A.中国经济、军事和技术落后于日本； 

B.国民抗敌意志高昂
C.日军侵略不断加深；                         

D.为 保存抗战力量。
②方向：华北、东部沿海  →  西南西北大后方
③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4) 评价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
  ①消耗了日军实力，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企图，推动了抗战相持阶段到来。
  ②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敌意志。
  ③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由于中日国力军力的巨大差距，正面战场军民的英勇抗战未能阻止侵略者步步深入，
广大国土沦陷，中华民族仍处于危难之中。

知识梳理二：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1945）



2.敌后战场的抗战（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1）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①1937平型关大捷
②1938《论持久战》，坚定了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③敌后战场的开辟
A. 战法：地道战、地雷战、夜袭战、麻雀战等游击战争
B. 意义：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牵制日军兵力
 ④在沦陷区：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人罢工、发动群众斗争

背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图谋以“囚笼政策”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

结果 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知识梳理二：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1945）

①1940.8-12百团大战
 ②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反共倾向增长，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坚决打
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1941皖南事变）



③ 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A.军事上：游击战争 

B.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

C.政治上：实行精兵简政，以“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普遍、自由、

          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民主政治建设）。

根据地进行民主投票 大生产运动

知识梳理二：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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