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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F_91_E7_c38_170756.htm 教学目标 1． 知识方

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陈嘉庚领导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爱国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苏联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

助。 2． 能力方面：通过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原因

的分析，培养学生根据史料来概括问题的能力以及用历史唯

物主义分析问题的能力。 3． 态度、价值观方面：（1）通过

本节教学，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人

民的抗战外，还有海外华侨，国际友人，国际社会等各方面

的支持，说明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和得道多助这一道理。

（2）通过对陈嘉庚、白求恩、柯隶华等人的介绍，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感、国际主义精神，并进行人格美教育。 4． 

学法指导方面：（1）通过对教材中大小字的阅读，使学生学

会用具体史实来验证历史结论的学习方法。（2）通过史料分

析的练习，使学生学习从历史材料提取有效住处的学习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 重点分析：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是

重点。因为它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海外赤

子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能够帮助同学加深对爱国主义情感的

理解，感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 难点分析：为什么能签

订《中苏互不侵犯条件》是难点。因为签订这一条约的中国

方面是国民政府。如果是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签订这一条约，

同学们不难理解。而同国民党签订这样的条约就不易理解了

。因为蒋介石是反苏反共的。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从史料中



找到促成国民政府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原因。让学生认识到，

中苏关系的缓和首先是反法西斯的共同需要。而国民政府能

改变与苏联的关系则是国际关系变化等多种原因促成的。 课

堂教学设计 师：1937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

代以来遭到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日本帝国

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的愤慨，“

得到多助，失道寡助。”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以及国际社会

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的抗战。 （板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课题） 

一、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1． 世界各地华侨建立抗日救亡

团体 师：抗战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

。“七七”事变后的半个月内，仅菲律宾的华侨就成立了爱

国团体367个。在东南亚、美洲、澳洲，甚至非洲都有华侨在

抗日救国组织。 师：1938年，印尼华侨联名写信给陈嘉庚，

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组织，统

一领导南洋地区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这一建议得到陈嘉庚

的赞同。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选举陈嘉庚任主席。

“南侨总会”是东南亚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领导机构。（副

板书：“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师：陈嘉庚是公认

的华侨领袖。请一位同学简要介绍陈嘉庚。（课前找几名同

学准备陈嘉庚的有关材料） 生：（简单介绍陈嘉庚） 师：从

同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陈嘉庚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海

外赤子。 生：爱国华侨主要是从哪几方面支援祖国抗战呢？ 

师：（简要作答）2． 爱国侨胞从财力、物力、人力、舆论

上支援祖国抗战。 师：在财力上，从1937年到1940年间，各

地侨胞就捐款达六亿多元。捐款的不光是有钱人，下层劳动



人民也节衣缩食，踊跃捐款。 师：华侨捐款都有哪几种形式

？ 生：（简要作答） 师：①“献金”。即在节日、纪念日、

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活动时一次性捐款。②“认购公债”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积累抗战资金发行救国公债。华侨

踊跃认购。1937年至1942年间，华侨认购公债达11亿元。③“

月捐”。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延长，很多华侨认识到抗战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必须经过长期努力。由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

赈会率先发起实行“常月捐”。比哪：职工每月按月薪

的1/10捐款。每月都坚持不懈。 师：华侨们说：“抗日一日

不停，我们就为月捐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解放为止。”还

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的口号。有华侨宣传队还唱

出这样的歌声：（将歌词打出投影，请一学生朗读）生：（

朗读投影的歌词）“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

，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

，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扬眉吐气，誓把中国保。” 

师：海外华侨还在物力上援助祖国抗战，向国内捐献武器和

药品。在抗战的头三年，广大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

车1000多辆、坦克23辆。 师：华侨对祖国抗战的人力支援有

多种形式。有的直接上前线作战，有的救护伤员，有的从事

战地采访，还有的用自己的技术从事军工建设。其中特别突

出的事例是滇缅公路上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同学们知

道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性吗？ 生：（思考后作答。应

答出滇缅公路从1939年起就成为我国大后方的唯一国际通道

） 师：滇缅公路道路险峻，气候变化正常。要保证这条路的

畅通，需要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员。

陈嘉庚得知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



机工。报告者十分踊跃。在滇缅公路上工作不仅环境险恶、

条件极艰苦，而且随时都有被敌机炸死炸伤的危险。但广大

侨工不顾个人安危，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

有1000多人在滇缅公路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在昆明还

有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 师：华侨在舆论上支

援抗战主要采取什么方式？ 生：（作答）师：用报刊怎样宣

传抗战，能起什么作用？ 生：（可各抒己见）师：哪些华侨

报刊在当时影响最大？ 生：（阅读教材后作答） 师：除办报

刊外，华侨还充分利用他们的讲坛宣传正确舆论，抨击卖国

论调。当出现汪精卫叛国投降的逆流时，陈嘉庚曾向国民参

政会提出一个议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当奸”。虽只有

寥寥十一个字，但字字千钧，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

个提案”。 师：下面我提几个问题同学们讨论后回答，以找

出华侨支援抗战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渊源。①华侨支援祖国抗

战是源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②在中国近代史上华侨对革命

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哪个历史事件上？ ③孙中山先生曾怎样肯

定华侨的贡献的？ 生：（经同桌或小组讨论后回答：①略 ②

辛亥革命 ③“华侨是革命之母”） 二、白求恩来华和印度援

华医疗队 1．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战献身 师

：1938年，正当中国抗战十分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和

美国共产党委托著名的加拿大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组织

医疗队，支援中国抗日。 师：白求恩在加拿大任皇家维多利

亚医院的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的胸外科主任。在本国内享有

十分舒适的生活条件。但他自觉自愿地抛弃了舒适的生活

，1936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工作，1938年初又来到中

国。 师：白求恩大夫对工作高度负责、精益求精。请同学阅



读课本71页小字后，任举一例说明。生：（阅读教材后回答

） 师：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在为一名头部受伤的伤员动

手术时，在摘取碎骨的过程中手指被划破，感染上致命的病

毒，逝世于河北省唐县。临终时他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

信。请同学读白求恩的信。 生：（带着感情朗读） 师：听了

白求恩的事迹，同学们有何感受？ 生：（各自谈感受） 2． 

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等人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师：与白求恩一

样在中国竭诚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的还有印度援华医疗队。

这支医疗队是印度国民大会组织和派遣的。其中爱德华、巴

苏华、柯棣华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按印度政府的规定，援

华医疗队每年轮换一次。到1940年柯棣华已在华服务两年了

。印度政府多次催促他回国，毛主席也劝他回国，但柯棣华

不肯离开。在抗日最艰苦的194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他在1942年12月逝世于河北省唐

县，年仅32岁。毛泽东亲自写了挽词。 生：（朗读毛泽东题

的挽词） 师：为什么白求恩、柯棣华作为外国人能献身于中

国的抗战，说说你的理解？ 生：（各谈自己的理解） 三、国

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1．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痛斥

日本侵华 师：1937年8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总

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一文，指出“

要保持国际和平，就是首先要使法西斯强盗在西班牙和中国

遭受失败。”他痛斥日本的强盗行径，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

人群众支援中国抗日。2．《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7

年8月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出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

需要。但请大家注意，当时苏联是和中国的哪个政府签订条

约呢？ 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师：在20年代末，蒋介石政



府是反苏的。1929年时，国民政府已同苏联断绝了关系。那

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苏之间恢复了关系呢？请看下面三条史

料。（投影打出下列史料和问题）阅读下列材料： （1）1937

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 （2）蒋介石一直希望英、美等西方

国家出面帮助中国。但西方国家不仅不对中国提供帮助，还

不断向日本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曾说

过：“中国一直寻求支持并希望西方合作，然而遗憾的是，

西方实际上对中国毫无作为。”摘自《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

与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的谈话记录》 （3）苏联国内的报刊

上不再骂蒋介石为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工具。据中国驻苏联的

代表向国内报告说：当地的报纸“对中央政府绝无批评之语

”。请根据上述三条材料归纳出蒋介石国民政府同苏联缓和

关系的原因。 生：（阅读思考后回答。要求答出3点：①日

本加紧侵略中国。②蒋介石政府对英美援助的失望。③苏联

对蒋介石政府采取了和解的态度） 师：（先对学生的回答作

出评价）当然双方和解的最主要原因都是出于反侵略斗争的

需要，为各自维护自身利益。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

签订有什么意义？这点教材上讲得很简单，同学们可否想到

教材中没有提到的意义？ 生：（同桌讨论后回答。可补充“

标志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为苏联大规模援华打开了大门”

）师：（若学生答不完整，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情况给予补充

）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师：从《条约》签订之日起，苏联政

府就开始给中国政府贷款。从1938年至1940年间，苏联向中

国提供了4.5亿美元的贷款。苏联的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也

陆续来到中国前线参战。 4． 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师：美国政

府也给中国的抗日提供了一些武器和物资。美国人民也志愿



支援中国的抗日。请同学阅读课本第73页小字，举书中一例

说明。生：（阅读后回答。如空军军官陈纳德组成了“飞虎

队”，在中国空中与日军作战）小结：（略）（指导学生学

习教材第74页“阅读与思考”，讨论并回答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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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