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主要内容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

起，到1945年日本宣
布无条件投降结束，
经历了14年艰难曲折
的斗争过程。



（一）局部抗战的兴起
从1931年到1932年12月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阶段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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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1931年的

“九一八”

事变是日本

变中国为其

独占殖民地

阶段的开始。



中国东北三省沦陷

国民党政府采

取不抵抗政策，东

北军退入关内，到

1932年2月东北三

省沦亡。日本侵占

了山海关至黑龙江

之间110万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



（一）局部抗战的兴起
从1931年到1932年12月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阶段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
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
事变”，迫使国民党政
府签订《淞沪停战协
定》,承认其占领东北
的事实，把上海作为其
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新基
地。



（一）局部抗战的兴起
从1931年到1932年12月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阶段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与日军激战

蔡廷锴 蒋光鼐

淞沪抗战中，担负沪宁
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
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
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
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
中国政府派张治中任第
5军军长,率所部第87、
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
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



（一）局部抗战的兴起
从1931年到1932年12月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兴起阶段

一、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
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
大旗，号召全国人民武
装抗日，并在全国各地，
特别是东北地区支持、
推动和主导抗日战争。



1932年，日本扶植溥仪就任伪满州国执政。

•1932年日本人挟

持溥仪由天津到东

北，成立伪满洲国。

政权性质：日本的殖民地

影响：日本企图把
东北从中国分裂出
去，东北人民过着
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二）局部抗战的扩大和发展
从1933年1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抗战的扩大和发展阶段



影响：日本企图借
“自治”达到并吞
华北的目的，一步
步蚕食中国。

（二）局部抗战的扩大和发展
从1933年1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抗战的扩大和发展阶段

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国
民党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
府”，作为“华北自治”的“榜
样”。与此同时，企图利用冀察
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
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
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使
华北特殊化，独立于国民政府管
治之外，由日本幕后操控。



（二）局部抗战的扩大和发展
从1933年1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抗战的扩大和发展阶段

•“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
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瓦窑堡会议明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基本策略和任务。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明
确放弃反蒋口号，从“反蒋抗日”到
“逼蒋抗日”，首次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局部抗战



（二）局部抗战的扩大和发展
从1933年1月到1937年7月是中国抗战的扩大和发展阶段

中国国民党局部抗战

1933年3月，中央军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长城事变结束后，日
本军队开始向华北渗
透。1933年5月在中国
共产党的推动下，由
冯玉祥、吉鸿昌、方
振武等中国将领在察
哈尔组织察哈尔抗日
同盟军。6月22日起开
始向察哈尔和热河的
日本军队展开进攻。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逼迫国民党放弃内战，走
向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
全国抗战成为当时的时代强音。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的致电

共产党
提出停止内战、一致
对外等五项要求；
四项保证：停止武力
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
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
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
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
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
策。



国民党
1937.2，南京
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
党进行谈判，对日本如
让步“超过忍耐之限
度”，则“处于抗战”。
这是国民党政策的重
大转变，标志着国共合
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初步形成。



（三）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1937年7月7

日，日本侵略者为
了达到以武力吞并
全中国的罪恶目的，
悍然炮轰宛平城，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卢沟桥事变，发动
了全面侵华战争。



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后， 9月22日，
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
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
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
成。



（三）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国民党军队在
正面战场大规模阻
击日军，先后组织
了淞沪、太原、徐
州、武汉等会战，
以巨大的牺牲阻滞
了日军的进攻，正
面战场成为战略防
御阶段抗击日军进
攻的主战场。



（三）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

淞沪会战期间，
华北日军侵入山西，
企图夺取太原。国
民政府组织太原会
战。八路军开赴山
西，参加会战。林
彪率领115师在平型
关伏击日军，取得
平型关大捷。这是
抗战以来的首次大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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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

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

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本被迫调整侵华

方针，即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继续保持军事压力，

同时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分化和诱降的方针，

而把日军主力主要投向共产党控制的敌后战场。

中日战争进入持久的消耗战阶段。



八路军
控制区

新四军
活动区

日军侵占区

国统区

皖南事变

1941.1.6.新四军9千余人在泾县

遭国民党军袭击。除2000余人突

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军长叶

挺被扣。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

番号。

叶挺

掀起两次反共高潮
(三次向山西新军、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地区进攻；皖南事变)

（四）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

（四）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军民不断战胜日军的残酷进
攻，且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力
量，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战中
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逐
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结束后，村民给战士献花
百团大战是194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
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
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105个
团，故称为“百团大战”。此役给日伪军以
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
强了必胜的信心。



（五）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自1942年6月28

日至1943年2月2日为止，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是
反法西斯战争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1943年7月，美英军队在意大利的西西里
岛登陆，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政府
垮台，9月，意大利投降，法西斯轴心国
集团开始瓦解。



（五）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民兵架起土炮准备攻击来敌
晋绥军区1945年准备春季攻势战役



（五）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从1943年7月到1945年8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

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
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战
正式开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

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日本停战诏书

抗日战争胜利



1945.9.2，在东京湾的
美国“密苏里”号战舰
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
国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



上图为中国代表何应钦接受日
本代表小林浅三郎呈递的降书

左图为设在南京陆军总部的中
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会场

9月9日中国战区受

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

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经过这场

战争，中国人民不仅收复了“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强占

的所有失地，而且收回了甲午战争时被日本掠夺的全部

国土，彻底洗清了近代以来遭受外敌侵略的耻辱。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

首先，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
洗刷了近代以来所遭受的民族耻辱。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

其次，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

中国成为联合国五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政府代表顾维
钧第一个在联合国
宪章上签字。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

最后，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战场名称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小计

欧洲战场 1939年9月1日 1945年5月8日 4年8月8天

苏德战场 1941年6月22日 1945年5月8日 3年10月17天

1941年12月8日 1945年9月2日 3年8月26天

中国战场 1931年9月18日 1945年9月2日 13年11月16天

苏日战场 1945年8月9日 1945年9月2日 25天

太平洋战场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首先，中国率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统计表

项 目 总 数 中 国

61国参战总人口 17亿人 中国4.5亿人

战区总面积 200万平方千米 中国60多万平方千米

1941年秋，日、德、
意三国法西斯军队

1110万人 中国抗击日军240万人

美国伤亡100余万人
英国伤亡120余万人
苏联牺牲2700余万人

中国伤亡3500多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持续作战时间

美国3年又9个月

苏联4年又2个月

英国6年

中国14年

9000余万人军民总共伤亡

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其次，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总计歼灭日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
90％。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多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绩统计简表（1931.9～1945.9）

项目 数量（据不完全统计）

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 17万人

敌后战场歼灭日军 52.7万人

正面战场歼灭日军 85万人

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 128.3万人

154万人

再次，中国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策应了世界反法西斯

力量“先欧后亚”的战略。。



 向苏联提供了4.5亿美元的农、矿产品，并于1941年6月德国突袭

苏联前夕，向苏军统帅部提供了准确无误的重要战略情报；

 向美国提供了7.4785亿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等；

 向英国提供了1148亿余英镑的农、矿产品。

最后，中国积极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建立，为创建联合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第一，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
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
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
想和战略指导作用。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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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一面旗帜。



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局面

日本

国民政府

军
事
打
击
为
辅

政
治
诱
降
为
主

积
极
反
共

坚 持 敌 后 抗 战

汪

成立伪国民政府 敌后
根据地

集中主要兵力进攻



皖南事变

1941.1.6.新四军9千余人在泾县

遭国民党军袭击。除2000余人突

围外，大部牺牲、被俘，军长叶

挺谈判时被扣。蒋介石宣布取消

新四军番号。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第三，中国共产党积极
倡导、促成、维护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
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
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
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
鼓舞者。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

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
纲领。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第四，中国共产党坚持
全面抗战路线，提出持
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
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
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
场。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第五，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

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

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
次，消灭日军、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

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

余门。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

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

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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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抗战中的陈嘉庚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八百壮士守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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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联总
司令杨靖宇孤身一人，同200多个
日军进行着殊死搏斗----

杨靖宇牺牲后，敌人砍下他的
头颅，又剖开他的腹部。当一位日
本军官发现杨靖宇的胃中没有一粒
粮食，全是草根、树皮、棉絮时，
感动得流出眼泪，声音哽咽地说：
“杨靖宇，中国人的英雄！”在场

的敌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一）抗战精神的内涵和特点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
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
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
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
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
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
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
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二）抗战精神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
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
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
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
和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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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第二，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四）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国梦的
实际行动



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

2、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哪些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