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
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
的殖民地，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
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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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学生在游行示威时，奋起抢夺反动军警的水龙 

（一）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二·九”运动

§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

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

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史称“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福建事变

(二)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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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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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

盟军

§ ·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

陈铭枢发动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 1934年4月，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表了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1、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酝酿

⑴发表《八一宣言》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

及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

宣言》。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 

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八一宣言》

§ 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

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

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

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

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

。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 

 ⑵召开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25

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

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

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新策略。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⑴“西安事变”

⑵“西安事变”
的和平解决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第一，广泛的民族性和极大的复杂性。 

第二，这是国共两党两个政权、两个军

队的合作。 

第三，没有双方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和

固定的组织形式。 



     在中国共产党的
多次催促下，国民党
中央通讯社9月22日
发表《中共中央为公
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实
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
合法地位的谈话，标
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
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日军炮轰卢沟桥畔的宛平城

三、国共合作 共赴国难----全国性抗战



§ 宋庆龄：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和“中国妇

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939年底，各地妇女

募得现金1300余万元，金银首饰5000万元以上；

§ 宗教界：“念佛不忘救国”

§ 马本斋：回民抗日救国会

§ 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抗战前

三年，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

量。

§ 1939年军费18亿，华侨捐款为13亿元。



   讨论思考题：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日军在侵华战争

中所犯的滔天罪行？请以史为鉴，展望

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