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

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太原失守后，华北

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1937 年，平型关大捷

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

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全国抗

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打

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抗日战争的

战略防御阶段

两大特点

日军分路深入中国广大领土

，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攻势达

到顶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

辟敌后战场，并迅速壮大起来



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一个

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

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

发展抗日根据地。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

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对日作

战，至 1944 年先后在敌后建

立
u晋察冀根据地

u晋绥根据地

u冀热辽根据地

u晋冀豫根据地

u冀鲁豫根据地

u山东根据地

u苏北抗日根据地

u苏中抗日根据地

u淮北抗日根据地

u淮南抗日根据地

u皖中抗日根据地

……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抗日根据地

19 块
总面积

100 万平方公里
人口

近 1 亿
民兵

220 万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
是陕甘宁边区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立规矩”

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
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
、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938 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p 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

p 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

全面的战略规划



从 1938 年冬到

1940 年的两年多时间，

敌后游击战争以无数小的

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逐

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

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琼崖游击队出发袭击敌人

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
协助下，攻克日、伪
军据点后将碉堡拆毁



案例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为了砸碎敌人的“囚笼”，八路军主

力部队集中了 100 多个团约 30 万兵力，

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攻击

。

抗日战争初期

 八路军和
新四军

 日寇

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失地，引起了日寇的

极大恐慌

在解放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封锁、分割各解放区，

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

　 1940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发动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
。



案例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百团大战
的胜利

• 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

志，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
• 用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人民军队是抵抗日寇的

中流砥柱
• 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视频

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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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