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民族魂



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mp4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
的一天来到了！

•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 看准那敌人，
•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



抗战--民族魂

• 时代之魂---全民抗战
• 民族之魂---中流砥柱



一、时代之魂：全民族共同抗战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东方会议”：1927年6月至7月，日本当时
的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宣誓了八条《对
华政策纲要》，提出了称霸全球，称霸世界
的基本战略步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
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确立了先占东北、内蒙，进而侵占全中国的
扩张政策。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
作出的总体的战略规划。



侵略发动

1.九一八事变:1931.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
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
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
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
开。

2.华北事变:1935.分离和蚕食华北，是日本侵
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3.七七事变：1937.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
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
起点。





后结局
•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疯狂侵
略中国，但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8年10月，
日本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被迫停止，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坚
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
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
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
立和发展汉奸组织；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
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抗战后期，日
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占领2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 后
一次大规模进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
战诏书。日本侵华战争 终遭到彻底失败。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统一战线.mp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抗日战争胜利的
重要条件，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农民、工
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
括除了汉奸、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以
外的一切政治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侵略的中
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
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
途的根本力量。



1.日本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意识更加觉醒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
结，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条件。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
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
2.西安事变的促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
的局面由此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
争的转折点。
3.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幻灯片

4.国民党改变蒋介石接见.flv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
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
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
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3年1月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
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
战的协定。

1935年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
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
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瓦窑包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
式确立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
略的总路线。

1936年5月5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
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
抗日”。8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
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
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提出
五项要求，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二天，通电全国再次呼
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
出路！”7月15日，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送交蒋介石，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
作的四项保证

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
战路线。8月，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0
月，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两个战场

• 我们一般把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划分为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
与敌后战场的并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
两个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 正面战场，是中国人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军侵华推
进线上日控区对峙交战而形成的战场。由于在这个
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
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

• 敌后战场是指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进行战斗，主要
由中国共产党承担，称作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 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
起着主战场的作用，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
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



三大阶段

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
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是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可大致划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是抗日
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第二阶段：1938年到1943年底，是抗日战争中时
间 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是局部反攻
和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



（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1.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从 1937	年 7	月
到 1938	年 10	月，淞沪、忻口、徐州、武汉
会战等一系列大战。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就是
徐州会战的一大辉煌战绩

2.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由片面抗战逐
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3.	战略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军事、政治、
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历史不会忘记

8年全面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举行过22次
重大战役，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
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
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
军几乎全军覆没，众多爱国将士为国捐躯，
歼灭日军100余万。



卢沟桥事变卢沟桥激战.flv

•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
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
革裹尸，惟以死报国。

• 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七七事变”爆发前告部下
• 为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寸土都不许退，可采武力自卫及
断然处置。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
你们的坟墓！

• 37师师长冯治安答219团团长吉星文电话请示如
何面对日军7月6日晚的挑衅

• 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立精神，
“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
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

• 《29军军训团团歌》，29军军事训练团教育长张
寿龄词



《卢沟桥歌》

•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 后关头
已来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
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
在此桥！

• 卢沟桥！卢沟桥！委屈忍痛和平保，无可避免
上刺刀；自卫应战理气状，挺剑而起是今朝！
卢沟桥！卢沟桥！为国争光在此桥！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豺狼入室
牙爪露，南北堕突真逍遥；快快拼起民族命，
后胜利是吾曹！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
在此桥！



正面战场的作战，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

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
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
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
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
里，日本内阁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7任。
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对敌后战场的建立、
发展起到了支援作用。



•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说：
“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的
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
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 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
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
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
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
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
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
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下节活动

• 《南泥湾》
• 毛泽东与《论持久战》
• 名词解释：平型关大捷
• 敌后游击战



二、民族之魂：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
结奋斗的结果。在这一战争中，代表着中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战斗在抗
日战争 前列，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无可
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
量，收复沦陷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
人口1.255亿，抗击了60%以上的日军和100%
的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和中流砥柱。
这是铁的事实。



• （一）中国共产党 早高举全民族抗战旗
帜， 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 早宣战：1932年4月发布《对日战争宣
言》，正式对日宣战。

2. 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东北抗联
3. 早参与全国其他抗日活动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
抗战指导方针

1.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
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 终促成了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
政治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
老百姓，成为全民抗战 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
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
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
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在整
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
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



1941年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
9000余人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近7000人牺牲或
被俘。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不断提醒全党注意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
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
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5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中指出：“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
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
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
中。”并首次明确告诉全党：“共产党领导的武力
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2.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
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游击战
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指引了胜利方向

• 两条路线-------
• 片面抗战：指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推行的、单
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没有广泛地发动人民群
众进行抗战的路线。

• 全面抗战：指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广泛地组织
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依靠全国人民争取抗
日战争胜利的抗战路线。



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洛川会议），研究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
策略，正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并依此制定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指出要争取抗战
胜利，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全民
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
华北平原庄户人家的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
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
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这是中华民族
抗战必胜的誓言。
抗战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战争路线。他说：“动员了
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民兵追击.flv



持久抗战路线

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驳
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中国
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
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
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
民众。



• 1938年5月26日，毛
泽东在延安讲演《论
持久战》



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游击战是非正规作战。以袭击为主要手段，
具有高度的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
攻性和速决性，并能广泛动员群众投入战
争。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
大规模、长时期地开展游击战，抗击了60%
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长期的
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
的游击战战法，如破袭战夜袭阳明堡.mp4地雷战、、
麻雀战、伏击战名将之花凋谢.flv地道战地道战.flv围困战等。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
升为抗战的主战场

1.战略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战场，独立开辟敌后战场平型关

大捷.flv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
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
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

2.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
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
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敌后战
场的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
渐成为主战场----百团大战
3.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主要在大后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担负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



主要战绩数据



壮大与牺牲

• 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
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
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
口近1亿人。

• 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在抗
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付
出了巨大牺牲。其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
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伤亡达600
余万人。



毛泽东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
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
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也是不可能的。”



（四）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
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政治上，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集中制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设有立法、
行政、司法机关，人员组成实行“三三制”
原则，保障人权财权---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
烧香燃洞法

经济上，重点发展农业，兼顾工业和对内对
外贸易，建立银行，发行货币，解决战争
和生活需要----大生产运动



周恩来的纺车





• 文化教育上，广泛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党组
织和抗日部队，创办大批学校，设立科研
机构，出版各种报刊进行抗战宣传38

• 民族问题上，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注意培
养少数民族干部，与各少数民族团结抗战。

• 党的建设上，发展巩固党组织，开展整风
运动，加强团结，统一思想，增强党的战
斗力。







国统区：高举统一战线旗帜，贯彻抗战、团结、
进步方针，争取抗日进步力量，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队伍。同国民
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言行坚决斗争，团结和
争取民主人士，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

沦陷区：开展抗日宣传教育，举行武装暴动，开
展了卓有成效情报和秘密交通线工作。国统区
和沦陷区的工作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战，支持了
根据地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更好开展。



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5月，陈嘉庚访问延安。12月15日，陈嘉
庚回南洋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欢迎会上
他大声疾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回到南洋后，即向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
视察的见闻与观感。12月24日，他在槟榔屿
对前来迎见他的人兴奋地说：“中国有希望
了——中国有了‘真命天子’！”而他指出的
“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 12月31日，他回
到新加坡，又对儿子欣慰地说：“此次劳军经
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与伟大意义

习近平：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
兵大典讲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
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
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
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
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
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
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
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下节活动

• 1.重庆谈判
• 2.内战：三年
• 3.第二条战线



惨案知多少？



回顾那段苦难历史，在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多少起
惨案，历史学家一直在探寻、研究。近日，中共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著名专家《抗日战争
时期全国重大惨案》《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副主编茅永怀给《铁
军》杂志撰写长文《日军暴行罄竹难书》，以详
实的史料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九一
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在中国制
造的一起起血腥惨案，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灭绝
人性的侵略本质。



• 所谓重大惨案，是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
间段内，可以是一天，也可以是几天或几
十天，在同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相对比较
集中的区域，譬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县城、
一个村庄发生的日军屠杀、强奸中国平民
造成800人以上伤亡的惨案。



死亡人数在万人以上的惨案（12个）

• 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1938年2月6日）30万人

• 贵州黔南惨案（1944年12月1日—9日）36082人
• 湖南道县惨案（1944年9月12日—1945年1月20日）34512
人

• 湖南南县厂窖惨案（1943年5月9日—11日）33000多人
（另有2500多名妇女被强奸）

• 安徽广德惨案（1937年11月26日—1938年3月）24000多人
（另有数千名妇女被强奸）

• 广州大轰炸（1938年5月28日—6月11日）10000多人



死亡人数在5000人至10000人的惨案
（18个）

• 江苏苏州惨案（1937年8月16日—11月）死亡7456人（另有2094人受
伤或失踪）

• 云南保山大轰炸（1942年5月4日—5日）8800多人
• 湖南江永惨案（1944年9月15日—11月1日）8528人
• 江苏常熟惨案（1937年8月17日—11月20日）8118人（另有213人失踪）
• 山西晋城惨案（1938年2月—8月）7500多人
• 湖南常德惨案（1943年11月2日—12月20日）死亡和被强奸7380人
• 江西进贤惨案（1942年6月2日—8月24日）6337人（另有100多名妇女
被强奸）

• 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6314人



死亡人数在3000人至5000人之间的
惨案（22个）

• 山西宁武惨案（1937年10月8日—10日）4800多人
• 江苏常州惨案（1937年10月12日—12月）4732人
• 武汉1938年秋大轰炸（1938年8月11日—9月17日）4700多
人

• 浙江杭州惨案（1937年12月24日—26日）4000多人（另有
700多名妇女被强奸）

• 江西高安1939年秋惨案（1939年8月—9月）4600多人
• 上海南京路大世界惨案（1937年8月14日、23日）4398人
• 江苏宿迁惨案（1938年11月22日—1939年2月）4000多人
• 摘自《铁军》杂志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