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級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課題三：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第二章：抗日戰爭的經過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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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戰爆發 

1.1 七七事變 

-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藉口搜尋失蹤士兵被拒，包圍盧溝橋所在的宛平城（今北京豐台區內）。 

- 7 月 8 日，日軍炮轟宛平城，揭開日本侵華的序幕，史稱「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 

 

1.2 共赴國難 

- 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表示願意與國民黨合作抗敵。 

- 不久，國民黨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表明抗日決心，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展開。 

- 陝西方面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為軍長； 

- 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為軍長。 

 

1.3 抗日戰爭 

- 「抗日戰爭」作為專有名詞是指 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中日戰爭。 

- 從近代史來說，此戰爭是「中日第二次戰爭」，第一次是清朝與日本的「甲午戰爭」。 

 

 

 

 

 

 

 

 

 

 

 

 



二、抗戰經過 

2.1 第一階段──退守 

- 由 1937 年 7 月七七事變起，至 1938 年 10 月武漢失守，是抗戰的第一階段。 

- 中國以「以空間換時間」為策略，利用遼闊領土消耗敵軍兵力。 

淞滬會戰 

- 日軍企圖速戰速決，一方面沿北平、天津向華北推進，另一面從上海開闢第二戰場。 

-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進攻上海，是為「八一三事變」，淞滬會戰爆發。 

- 國民政府軍隊死守三個月後不敵日軍，上海淪陷。 

平型關大捷 

- 9 月，八路軍於平型關（今山西靈丘縣西）伏擊日軍，擊斃敵方近一千人，史稱「平型關大捷」。 

遷都重慶 

- 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於 11 月西遷重慶，以免陷落。 

南京大屠殺 

- 12 月 1 日，日軍進攻南京，因是國都國軍決定死守，「南京保衛戰」展開。 

- 12 月 13 日，南京淪陷，三十多萬軍民遭殺害，史稱南京大屠殺。 

- 國民政府於戰前所建德式訓練及裝備的精銳部隊，於上海、南京戰事中消耗殆盡。 

台兒莊大捷 

- 1938 年 3 月，日軍進攻徐州，國軍於台兒莊（今山東棗莊市東南）殲滅敵部萬餘人，是為「台兒莊大捷」。 

- 日軍不斷增援，徐州終告失守。 

武漢會戰 

- 日軍繼續向華中、華南推進。 

- 6 月，日軍進攻武漢，國軍堅守至 10 月撤退，武漢淪陷。 

- 日軍進攻武漢時，亦向廣州發動進攻，10 月廣州失守。 

 

 

 



2.2 第二階段──相持 

- 由 1938 年 10 月武漢失守起，至 1941 年 12 月第三次長沙會戰，是抗戰的第二階段。 

- 國軍退至中西南部山區，利用地形誘敵深入後加以圍剿，使日軍受制。 

偽「國民政府」 

- 日軍採取「以華制華」策略，誘使汪精衞在南京組織偽「國民政府」。 

- 協助日軍維持佔領區秩序及提供軍事補給。 

長沙會戰 

- 日軍在 1939 年 9 月至 1942 年 1 月期間，先後發動三次長沙會戰，皆被國軍擊退。 

封鎖公路 

- 抗戰初期，中國海路被日軍封鎖，依賴西南滇緬公路及滇越鐵路進行補給。 

- 自 1940 年起，日本與英、法兩國協議封鎖兩路，以切斷中國的補給線。 

百團大戰 

- 1940 年 8 月，八路軍動用了 105 個團的兵力對日軍造成二萬餘名敵軍傷亡，是為「百團大戰」。 

- 日軍大舉掃蕩以為報復，中共根據地發展嚴重受挫。 

- 中共再無對日軍發動正面戰爭。 

 

 

 

 

 

 

 

 

 

 

 



2.3 第三階段──反擊 

- 由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起，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是八年抗戰的第三階段。 

- 大平洋戰爭爆發，分散日軍軍力，中國又取得盟友援助，扭轉抗戰劣勢。 

偷襲珍珠港 

- 美、英兩國對日本實行禁運，停止對日本出口石油。 

- 1940 年 9 月，德義日三方簽定以三國為軸心的軍事集團，被稱為「軸心國」。 

- 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為集中力量對付德國，遂與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 

-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美國軍事基地珍珠港，同一時間對東南亞歐洲殖民地展開攻擊。 

美英參戰 

- 美、英對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 1941 年 12 月，中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陣營，獲得盟友美國的軍事援助。 

- 中日戰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一部分。 

開羅宣言 

- 1942 年 3 月，中國應英國請求，派遣遠征軍入緬甸與日軍作戰。 

- 1943 年，中美英於開羅商討作戰方略，會後發表「開羅宣言」，申明聯手抗日，直至對方無條件投降。 

日本投降 

- 1943 年後期，太平洋戰區，美軍開展反攻，日軍節節敗退。  

- 1944 年，日本動員 41 萬大軍發動 1 號作戰，向河南、湖南、廣西進攻，中國方面稱「豫湘桂會戰」。 

- 日軍攻至廣西貴陽，逼近重慶，國民政府大為震動。 

- 日軍因兵力不足，無法擴大戰果，戰後在中國境內維持守勢。 

- 1945 年 5 月，歐洲戰場的德國投降，軸心國只剩下日本孤軍作戰。 

- 8 月 6 日及 9 日，美國分別向日本的廣島及長崎縣投下原子彈。 

- 8 月 9 日，蘇聯對日本宣戰，軍隊開入偽滿洲國。 

-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中國抗戰勝利。 

 

 



三、抗戰勝利原因 

3.1 一致抗敵 

- 日本侵華催化中國民族覺醒，軍民團結一致抗敵。 

- 國共再次合作，國軍正面迎擊敵人，八路軍與新四軍則於後方發動遊擊戰，互相配合。 

 

3.2 戰略奏效 

- 抗戰初期「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利用中國幅員遼闊的優勢，使日軍「三月亡華」的打算落空。 

- 抗戰中期，戰事進入山陵地區，日軍武備先進的優勢難以發揮。 

 

3.3 盟國支援 

- 美國參戰、中國加入同盟國等國際局勢變化逆轉了抗戰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