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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

——2019级历史学3班  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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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一）、1929年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价格狂跌，人

们大量抛出股票，证券市场陷入恐慌，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

期四”。随后，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美国乃至整

个资本主义世界。面对这场危机，美国实行“新政”，德国和

日本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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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西斯主义和亚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变
种和极端形式。法西斯国家
的侵略扩张和英法等国的绥
靖政策，使大战的阴霾再次
笼罩世界。

1、意大利：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
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后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
1922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
2、德国：1920年，希特勒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简称“纳粹党”，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开始。
3、日本：1921年，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日本军人订立密约，
要求“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
是日本军部法西斯运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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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1、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固有的矛盾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
2、历史原因：德国、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不满与
仇视；
3、直接原因：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加速了德日法西斯专
政的建立和欧亚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法西斯势力是战争的直接
制造者；
4、其他原因：一些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的绥靖政策，成
中立自保政策，也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世界各国人民虽然也进行了局部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没有
联合起来，不能制止战争的爆发，从而使局部战争转变成了世
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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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
主旨：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p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国联

提出谴责，但并没有实际制裁日本；

p 1936年，希特勒开进莱茵不设防区，国联没有任何行动；

p 1937年，国联无法阻止日本大举进攻中国；

p 1938年—1939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联未

制裁；

国联的无能，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
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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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

u第一阶段——爆发

         1939年9月——1942年春

u第二阶段——相持和转折

         1942年春——1943年12月

u第三阶段——最后较量

         1944年1月——194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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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扩大

慕尼黑阴谋——走向战争
1、背景：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并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领
土要求；英法实行绥靖政策，企图牺牲小国利益，从而祸水
东引。

2、简况：1938年9月，英、法、德、意，在没有捷克斯洛伐
克代表的情况下，强行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

3、实质：是绥靖政策的顶峰。

4、影响：德国更加肆无忌惮，侵吞捷克斯洛伐克；
         增强了德国的实力，加速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苏联更加不信任英法，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英法祸水东引的计划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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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德国闪击波兰
1939年9月，德国以“闪击战”突袭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

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东方主战场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拉

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人民开始局部抗战。1937年7
月7日，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
始全民族抗战，这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标志。中
华民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开辟了对日本法西斯
持久作战的东方主战场；

3、苏联建立“东方战线”
苏联趁德军入侵波兰之际，从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开

始向西扩展疆域，建立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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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国西线进攻和敦刻尔克撤退

“二战”爆发后，英、法未采取实际行动支援波兰，法
德边境出现了“西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英、法本指
望德国占领波兰后向东进攻苏联，但德国却挥戈西向，直指
英、法等国。

1940年4月9日，德军攻占丹麦，同日攻人挪威，5月10日，
德军大举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诱使法军主力
集中于法比边境，却以装甲部队为主力的45个师的优势兵力
穿过阿登山口，出其不意地进入法国，英法联军迅即崩溃。
15日，德军一路向英吉利海峡推进，英法军队主力溃退到英
吉利海峡的敦刻尔克。此时，希特勒突然命令德军停止追击，
给了英法军队以喘息之机。从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成功地
从法国的敦刻尔克将33. 6万英法联军及少数比利时军队撤退
到英国，史称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
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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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国沦陷

6月5日，德军转兵向南，突破索姆河防线，向巴黎推进。
10日，意大利对法宣战，从阿尔卑斯山侵人法国。德、意夹
击使法国政府做出放弃巴黎，逃亡南方波尔多的决定。法军
总司令魏刚大肆宣扬失败主义，造谣说巴黎爆发了革命，极
力主张法国政府尽快投降。13 日，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
设防城市”，亲德派将军当茨枪杀了试图组织抵抗的巴黎市
民和士兵。

由于法国政府的投降，14日，德军兵不血刃占领巴黎。
15日，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包围了50万法军。17日，法国
贝当政府请求停战。22日，德法签订停战协定。

协定规定，法国北部和西部，包括巴黎在内的3/5的国
土由德国占领，其余2/5的国土由贝当政府管辖，以维希为首
都，史称维希政权。维希政府名义上是独立政权，实际上是
受德国控制的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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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与“自由法国”

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一批爱国者流亡英国。6月

17日，戴高乐飞往伦敦，成立了“自由法国”，领

导法国人民进行抵抗斗争。

6月18日，戴高乐向全世界宣布“无论发生什么

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

熄灭”，表达了法国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决心与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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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国抗战

法国败降后，希特勒先放出和谈气球，企图诱降英国， 未能奏效。
7月16日，希特勒发布“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16号指令，即“海
狮计划”，计划出动3000多艘舰船、25万多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
英伦三岛。要进行渡海作战，必先要掌握制空权。此时，德国飞机可动
用2600余架，而英国飞机却不足700架，德国优势明显。

但德国低估了英国政府和人民抵抗侵略的信心和斗志。自1940年5
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政府首相后，领导英国军民毅然走上了坚决抵抗
法西斯侵略之路，动员全国军民抗战

7月10日，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进行轰炸。从8月9日开始，德国空
军对伦敦等地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一直持续三个月之久，投下了6万
吨炸弹，给英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6万人遇难，100余
万幢房屋被炸毁。英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在空战中使用了雷达，使
德军遭受沉重打击，损失飞机1733架，不得不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掉
头进攻苏联。

我要向下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
辛劳、眼泪和汗水。”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
—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
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
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
决不投降！
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
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
绝不谈判！

——1940年5月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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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

1、德国突然袭击苏联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战场成为抵抗纳粹德国的
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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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参战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
舰队遭到重创。

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



z 诺曼底登陆

诺曼底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
一场大规模攻势。接近三百万士
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诺曼
底。诺曼底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
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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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后的较量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国家签

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从此，同

盟国家协同作战，在以后近三年半的时间里，相继打败意

大利、德国和日本。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

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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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三次转折性战役

名称 时间 双方 结果和影响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2年7月—1943年2月 苏联—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中途岛战役 1942年6月 美国—日本 太平洋战场转折点

阿拉曼战役 1942年10月 英国—德国、
意大利

北非战场转折点



z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会议
名称 时间 参加国 主要内容 作用

开罗会议 1943年1月1日 中、美、英 发表《开罗宣言》：中国的
领土归还中国

利于三国协
同对日作战

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12月 苏、美、英 通过三国在对德作战中一致
行动和关于战后合作的宣言；

决定开辟第二战场

加强了三国联合
对德作战

雅尔塔会议 1945年 苏、美、英 ①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
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
②实现战后德国民主化；

③战后成立联合国
④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三个月

内参加对日作战；

①加速了德国的
灭亡；

②为雅尔塔体系
建立奠定了基础；

波茨坦会议 1945年 苏、美、英 重申雅尔塔会议关于处理德
国问题的精神

加速了日本法西
斯的灭亡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

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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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全球规模战争，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

次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战争。法西斯国家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在物质

上和精神上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国人民依靠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制

度与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放在一遍，以伟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全面合作与战略

协同，进行了一场正义的战争，最终打败了法西斯轴心国，拯救了人类文明，

恢复了世界和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并打破了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结构。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一系列欧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动摇了殖民主义统治的根基，加速了殖民体系的瓦解，

大批亚非拉市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纷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争取民

族解放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形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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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首脑相继在开罗、德黑

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地召开会议，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建立了战

后国际秩序，史称“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重新确定欧亚国家的版图，德国由美、

苏、英、法分区占领，日本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领土限制在四个岛屿及

若干小岛，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的一切岛屿以及 

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地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群岛等归

还中国;承认朝鲜最终独立;审判战犯，肃清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对德、

日、意的殖民地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

独立权利:美、苏、英划分势力范围;成立联合国;等等。

雅尔塔体系以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

提倡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共处于合作。但是它也

是大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强权政治色彩，

严重损害了一些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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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1945年10月24日成立的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

组成的国际组织，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

治秩序，其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合

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联合国吸取国联的教训，将制裁侵略的权力集中

于安理会，实行形成实质性事项的决议需要五个常任

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大国一-致”原则，使和平解决争

端和制裁侵略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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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致命打击。随着又一代青年人被战

火吞噬，各国的国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欧洲衰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

国和苏联的空前强大。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战

后初期，美国拥有全球财富的50%做鱼，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一度

垄断核武器。苏联虽然经济逊于美国，但军事和政治十分强大，特别

是由于它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而赢得很高威望。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就成为国际格局从欧洲中

心走向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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