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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2_E5_AD_A6_EF_c73_113052.htm 第八章 抗日战争第一

节 日本侵略东北与伪满洲国的成立一、日本侵略东北沦陷(

一)日本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的野心1905年9月，日本在辽阳设

立“关东总督府”，将南满置于日本的军政管理之下。1912

年7月8日，在日本的倡议下，日俄达成密约，完成了对整个

满蒙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1930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掀

起了所谓“满蒙危机”的叫嚣，日本军部在暗中加紧制定武

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做出《

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要求分三步走，从根本上解决满蒙

问题。1931年6月，日本陆相部建川美次、永田铁山、冈村宁

次等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二)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进攻东北军

驻地北大营，发动八事变。随后，日军占领沈阳等20多个城

市。（三）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变之初，东北军执

行了蒋介石和张学良既定的对日不抵抗和申诉国联的政策。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四）伪“满洲国”

成立1932年1月3日下午，日军未发一弹进入锦州。1932年，日

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一二八事变，并借机策动

在日租界居住的清废帝溥仪于3月1日宣布建立傀儡政权伪“

满洲国”，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第二

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高涨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来源

：考试大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七"七卢沟桥抗战前夜，中国

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一）东北抗日义勇军以马占山的



江桥抗战最为激烈、战绩最为显著。1932年夏天，东北义勇

军发展到全盛时期，人数达30万以上。1931年冬，中共满洲

省委陆续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到东

北各地，一面创建反日游击队，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一面到

各部义勇军中，开展士兵工作，协助指导作战，以开辟抗日

游击区。（二）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日军不宣而

战，向上海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是为一"二八事

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带领下奋起抵抗

。（三）长城抗战1933年．中国第29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

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

、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傅

作义统率的第59军顽强防守。（四）察哈尔抗战1933年，冯

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在察哈尔(在北京西北部，

今分属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行

抗日斗争。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华北事变华北事变

是指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

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1935年6月《秦土协定》。7月

《何梅协定》。10月“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扶植汉奸殷汝

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下旬，成立

“冀察政务委员会”。(二)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

学生的爱国行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

到来。(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8月1日，《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935年12月20日

，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界

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1936年初，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

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6年2月1日，民



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成立1936年5月31日，全国60多

个抗日团体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

七君子事件”。第三节 西安事变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一）“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二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的通电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

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1936年9月1日，中共

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

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9

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二、

西安事变(一) 西安事变的发生1．背景2．经过1936年12月12

日(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西安事变后复杂局面2．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第四节 卢沟桥事变一、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的开端1937年7月7日，宛平。中国驻军第29军顽

强抵抗，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二、全面抗战的

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中共中央向号召实行全民族

实行抗战。2．蒋介石抗日的态度的转变。3．第二次国共合

作的形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

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再次合作的开始和中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第五节 正面战场的持续作战

与敌后战场的开辟一、国共两党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来源

：考试大(一)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和方针国民政府不发动



群众，主张单纯由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造成军事上频频告

急。 (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