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叁       抗日战争 



一．日本的侵华： 
1.原因 ： 

③有利条件： 

实现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 

摆脱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 

国民党围剿红军为其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 

国际社会无暇东顾 

②现实原因： 

①根本原因： 

2.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 
（1）九一八事变：局部侵华 
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 

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 

（2）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 
    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 

（3）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性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 

（4）1935年，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5）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3、日本侵华罪行： 
（1）野蛮的军事进攻（2）南京大屠杀（3）细菌战和毒气战：731部队 

（4）以华制华，扶持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伪满洲国 

     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 

  （5）以战养战，进行经济掠夺 
农业方面：强占耕地，低价收购农产品 
工矿方面：将矿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业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司专营，把沦陷区
变为日本工业的原料产地，用以满足战争所需 
金融方面：直接抢占银行、掠夺金银和 现金；滥发伪币；苛捐杂税。 
 
（6）推行奴化教育 
 表现：日语被定为必修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日伪出版
的教科书充满“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思想 
 目的：企图以此消磨、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泯灭中国人的国家意识，
把学生培养成他们统治下的顺民，实现其同化政策。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原因：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的影响，共产党的推动;国民党转变态

度;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 

（二）形成过程： 

1.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明、共产国际的指示） 

2.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3.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表现出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精神，使日本有所警觉更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抗战提前爆发) 

4.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要抵抗暴力。 

5.1937年8月22日，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6.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1.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的阶级矛盾：既包含工人、农民、资产阶级 

2.有政权、军队的合作：两党分别领导的两种政权和军队在全民族抗战总目标下的合作 

3.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国共两党各自贯彻自己的纲领 



（2019·海南高考·10）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
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地主买办营垒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
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一报告表
明， 当时中国共产党(  ) 
A．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B．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C．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D．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C 
（2018.11·浙江高考·16）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早在1937年8月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所作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使
“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次会议是(  ) 
A．遵义会议       B．瓦窑堡会议     C．洛川会议         D．中共七大 C 
（2014·山东高考·19）“在濯濯的北方山岭，在桑麻茂密的长江原野，在华南的稻田
和多雨的山岭中，整个民族武装起来，已有着统一的指挥了。”它描绘的是(  ) 
A．工农兵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 
B．打土豪分田地，井冈星火成燎原之势 
C．中华民族团结御侮，抗日卫国 
D．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C 



三、十四年抗战的分期 

1.1931.9.18-----1937.7.7    局部抗战 
2.1937.7.7------1945.8.15   全面抗战 
（1）1937.7.7---1938.10    战略防御阶段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大型战役。 
   共产党配合正面战场，挺近敌后，开辟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敌后根据地） 
（2）1938年10月----1943年12月，战略对峙阶段 
日本：集中打击敌后根据地，政治诱降国民政府,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皖南事变）1942年，入缅作战 
中共：抗击日伪军的进攻，对国民政府既斗争又团结,1940年，百团大战 
      双减双交；三三制；整风运动 
（3）1944年1月----1945年8月15日，战略反攻阶段 
正面战场溃败：1944年豫湘桂战役大溃败 
敌后解放区进行了局部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东北；8月6、9号投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本无条件投降 

明确“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意义 

1.有利于全面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
全过程 

2.有利于理解日本侵华本质和危害 

3.有助于认识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地位和意义 



（2019.4·浙江高考·13）抗战时期，某次战役的亲历者感慨地说：“这次打仗……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鲁南的老百姓……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奔走在战场上抬运伤
兵……胜利的取得，应当归功于鲁南民众有力的支援。”这场“仗”指的是(  ) 
A．太原会战   B．百团大战    C．枣宜会战   D．台儿庄战役 

（2017.4·浙江高考·13）某抗日将领在一次战役时写给妻子的信说：新秋入序，
暑气渐消，尤以夜间气爽，想皖地亦同此景象耳！……昨日，又由日运来援军五万
余口………汇山码头（黄浦江下游西岸）为我军占领，敌人虽有大部援军，无法登
陆……寇日内再不解决，或即参加战斗也。这位将领参加的战役是(  ) 
A．淞沪会战       B．太原会战       C．徐州会战         D．枣宜会战 

（2010·上海文综·12）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战役，如①台儿庄战役，②平
型关大捷，③辽沈战役，④淮海战役，⑤武汉会战等，上述战役中，发生在抗日战争
时期的有(  ) 
A．①④⑤   B．①②⑤  C．②③④  D．②③⑤ 

D 

A 

B 



四、胜利的原因 
1.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配合 

3.海外华侨和国际援助 

4.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法西斯战争。 

五、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1)从革命史观角度(近代中国革命角度)来看，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的完全
胜利，极大地唤醒了民族意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
中共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工业内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布局
的不合理性，为新中国成立后西南地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期间，废
除了部分特权、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现代化扫除了部分障碍；抗日战争提
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从全球史观角度来看(国际意义)，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牵制
了大量日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肆       解放战争 



一．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一）重庆谈判 
1.背景：国内外要求和平的呼声；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 
2.成果：签署了双十协定 
3.内容：和平建国、避免内战…… 
4.不足：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5.意义：表明了中共合作的诚意；揭露了美蒋的阴谋；中共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二）政治协商会议 

1.时间、地点：1946年初，重庆 

2.内容：改组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和平建国纲领、整编军队等 

3.意义：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体现了党派平等协商精
神。 



1948年9月—1949年1月，三大战役，国民党主力
基本被消灭 

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二、解放战争的主要进程： 
阶段：(1)内战的爆发： 

(2)战略防御：（1946.6-1947.6） 
 中共的目标：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方针：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战果：打破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3)战略反攻：1947.6—1948年秋 
  标志：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4)战略决战： 

 (5)战略胜利：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政府的统治 

标志着中国一百多年屈辱和分裂的历史结束，开辟了新的道路。 

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壮大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 

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意义：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时间、地点：1949年3月；西柏坡 

2.内容： 

   （1）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
切工作的中心 

   （2）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 

   （3）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和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3.意义：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 设有重
大作用，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 

国共 
关系 

演变 
原因 

结果
或影
响 

 国民大革命时期 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 

两党合作，建
立革命统一战线。 

帝国主义，北洋 

军阀的反动统治； 

两党共同的革命 

对象。 

发动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了北洋 

军阀的反动统治。 

两党对峙，进行 

“围剿”与反“围 

剿”的斗争。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 

命，中共开始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中共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地，逐步探索出农 

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道路。 

两党合作，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 

日本侵华，中日 

民族矛盾上升为 

中国社会的最主 

要的矛盾。 

抗日战争胜利。 

两党内战。 

蒋介石在美国支
持下，企图消灭共
产党，维护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共取得解放战 

争的胜利，成立 

新中国；台湾与 

祖国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