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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东方会议；九

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二八事变与上海军民的抗战

；《淞沪停战协定》；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 2． 能力方面：（ 1）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的前因后果

的分析，培养学生全面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

过对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反动性的揭露，培养学生把

握历史问题本质的能力；（3）通过对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介

绍，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3． 态度、价值观

方面：（ 1）通过讲述“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使学生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转嫁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对中国发

动的侵略战争，它是日本侵华的重要步骤，使中华民族陷入

严重危机。 （2）通过对抗日救亡运动的介绍，使学生们懂

得：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各阶层的愤怒，抗日救国成

了一切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爱国行动。（ 3）通过对本节

教材的讲述，要培养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和蒋

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仇恨，树立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和民族责任感。 4． 学法指导方面：引导学生阅读课本上提

供的历史材料，帮助他们学习概括提炼历史观点的方法。 重

点、难点分析 1． 重点分析： （1）九一八事变是本节课的第

一教学重点。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

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



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

，促成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

伐。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

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

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

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于是，九一八事变就在这一特定

历史背景下发生。学习这一内容，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近代

历史的进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情况 ，还可以培养他们全

面认识历史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全国抗

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也是本节教学的重点。九一八事变发征兵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扩大侵华战争，导致中华民族的灾

难日益加重。这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制约中国社会其他

矛盾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成为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在强烈的民族情感

和爱国热忱的激励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掀起了声势浩

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向世人证明了中

华民族不是一盘散沙，具有不畏强暴，也于反抗的英雄气概

和强大的力量。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也标志着国内战争将

逐步转向民族革命战争。学习这一内容可使学生受到爱国主

义教育，提高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 难点分析：蒋

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难点。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 其一，蒋介石虽为国家领袖，但他代表的却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决定了他不

可能也绝不会发动全国人民去实行抗战； 其二，蒋介石既投

靠英美，又与日本有秘密协定。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愿抵抗



，而是幻想利用英美日之间的矛盾，让英美压迫日本归还东

北三省，而没估计到英美也迫于经济危机，自顾不暇； 其三

，蒋介石只看到了日本经济、军事的强大，中国的落后，担

心抵抗会导致亡国，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他采取了这一

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并镇压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行为

。这不仅破坏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助长了日本侵略者

的侵略气焰，酿成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课堂教学设计（

教师上课先播放一段《在松花江上》音乐，然后简单介绍此

歌来历，转入正课）（板书课标题） 师：九一八事变的发生

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侵略者为独霸中国而精心策划的，有

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请大家考虑一个问题：明治维新后

，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哪些侵略？一战后日本对华扩张，遇到

哪些障碍？ 生：（思考、回答） 师：一是中国人民的反对；

另外就是“华盛顿会议”制定了《九国公约》，打破了日本

暂时独霸中国的美梦。这使日本对华侵略不得不放慢脚步。

但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会放弃向中国扩张的一贯政策。1927年

春的日本经济危机和同年中国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造成日

本朝野震动，纷纷要求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对华侵略。于是

，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东方会议”。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 1． 东方会议 师：请大家思考

，这次会议讨论了些什么问题？确定了什么方针？ 生：（看

书思考、回答） 师：东方会议后，日本对华展开了一系列侵

略，“济南事件”、“皇姑屯事件”都是日本将侵华方针付

诸实施的具体表现。但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日本想

借张作霖被炸侵占东北三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随

着1929年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及对日本的影响，



使日本侵略者决意对华大举进攻，夺取梦以求的中国东北三

省。请大家看书回答：九一八事变是怎么发生的？中国政府

又是如何应对的？ 2． 九一八事变 生：（看书讨论回答） 师

：（播放九一八事变中日军炮轰北大营和攻占沈阳后屠杀平

民的录像片段，出示蒋介石给学良的不抵制密电，然后，电

脑演示东北三省沦陷的过程及有关财产、军事装备、国土面

积、人口数字的损失。随后，教师请学生阅读书后“阅读与

思考”提供的四条史料）请大家讨论：为什么当日本大规模

武装侵占东三省的时候，蒋介石不顾民族的安危，采取不抵

抗政策呢？从上面四条史料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生：（

相互讨论，回答） 师：（总结）正是由于蒋介石奉行亲帝反

共反人民的政策，才决定了蒋介石对日本大举侵华实行“不

抵抗政策”。在他看来，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中日力量对

比的差距，中国的落后决定了抵抗必败。而且更危险的是，

一抗日，必然要发动人民，联合共产党，使其力量壮大，不

仅不能完成“剿共大业”甚至有可能让共产党夺取天下。所

以他认为：丢掉东北而能换来十八省的完整，是划得来的。

他还有一张王牌可以利用，这就是：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

的矛盾，让英美压迫日本归还东北。于是，他派代表去国联

告状。请大家考虑，在当时世界形势下，国联能否为中国撑

腰？它的态度怎样？日本能否接受国联的建议？ 生：（阅读

教材小字，回答）师：既然日本不接受国联的建议，又不从

东北撤兵，那它用什么办法来掩盖侵略中国的事实呢？ 生：

（讨论回答） 3． 伪满洲国的成立 师：日本于1932年初，通

过策划成立“伪满洲国”，掩盖了其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实，

“以华治华”，最终完成了“东方会议”所制定的侵略方针



。从此，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侵略扩张目标绝

不是一个东北三省，而是全中国。英美的软弱和蒋介石的不

抵抗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为扩大侵略利

益，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又挑起了“一二八事

变”。 4． 一二八事变 师：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战略

意图是：一、利用这一事件，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洲国

的顺利“独立”；二、利用侵略上海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其妥协，承认吞并东北三省的既成事实；三、有可能的

话，占领上海，把它作为对中国南部进一步侵略的基地。这

是日本大举侵华的又一步骤，它的发生，又打破了蒋介石牺

牲东北，换取其余省份安全的“幻想”。面对日本的这一侵

略。中国方面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官兵，在军长蔡廷锴、蒋

光鼎的率领下，奋勇抵抗。（指导学生看书，了解这场抗战

双方作战情况） 5． 十九路军的抗战 师：一二八事变后，全

国人民大力支持上海军民的抗战，各种物资及慰问品大批汇

往上海，许多战士也请缨杀敌。（出示地图）在京沪沿线和

浙、皖、赣地区有国军60个师，近百万军队。但蒋介石却视

“沪战在外交上应是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军事上，‘剿赤

’部队不能调用。”结果坐视上海军民抗而不援，弹药不补

，捐款、捐物皆扣，终使十九路军在与超过自己一倍多的日

本激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国民政府同日本谈判签订了

《松沪停战协定》（出示协定的主要条文）请大家分析讨论

协定的危害是什么？ 生：（讨论回答） 师：（总结）中国的

主权丧失，上海成了不设防城市，日军留驻上海，为今后扩

大侵略创造了条件。日本的不断侵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引起了全国各阶层的极大愤慨，一场救亡图存的抗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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