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在此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进行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

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

“速战速决”战略企图、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

转为战略对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民党正面

战场先后进行了淞

沪、忻口、南京、

徐州和武汉 5 次
战略性防御战役。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

、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1937年 8月至 11
月）

淞沪会战

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军民浴血苦战，

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1937年 10月至 11
月）忻口会战

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国民党军队虽然最终

撤退，但是迟滞了日军沿同浦路南犯。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1937 年 12 月）
南京保卫战

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被日军攻陷，中

国军队舍命奋战，付出了惨重代价。 12 月 13 日

，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1938年 1月至 5月）
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守下徐州，但给日军造

成了巨大的打击。其中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 1

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 1938 年 6 月至 10
月）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失守而结束，

但使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

的战略企图破产，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

段。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是比较惨烈的，中国军民

进行了浴血奋战，但几乎都以退却、失败结束了。

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抵抗与溃败 

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敌强我弱 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

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为己谋



小结

抗日战争总体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积极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

的战略总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

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力推进党的建设，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

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

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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