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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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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讲人：夏玲，广东省东莞市横沥中学历史教师

导入：抗战胜利是个奇迹吗？

师：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场神

圣的，为民族争生存、争独立的奋斗，

其间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我

们回顾一下抗战的基本史实，抗日战

争应该从哪一年算起？

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

师：1937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

始，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

战的开始。史学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

认为，抗战从1931年算起，中国为此

而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争。

坚持将这场战争打下来的最沉重

的担子是挑在中国普通士兵的肩膀上

的。1400多万的壮丁，多半目不识丁，

往往被迫离开家乡亲人，过着艰苦的

军中生活。有人说，依靠这样的军队

终能坚持博得最后胜利，实在是20世

纪历史上的奇迹。（加拿大 徐乃力：

《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

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03期 

）中国的抗战胜利真的是个奇迹吗？

大家不用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在探究

中我们会慢慢知道答案的。

14年的抗战，我们靠着一支怎样

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大家喜欢看的影

视剧是如何“再现”这支军队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学生观看

短片《抗战剧的雷人必杀技》）大家

看看这个短片说了抗日剧中都有哪些

必杀技？

生：刀枪不入，手撕鬼子。

生：手榴弹炸飞机。

生：还有化骨绵掌、轻功、飞刀。

师：大家怎么看这些所谓的必

杀技？

生：太雷人了。单独出现在一个抗

战剧中我们可能不会太留意，但把这

些雷人必杀技放在一起，让我们感觉

到天雷阵阵。（笑）

生：鬼子坚持了八年真不容易

啊！（笑）

生：这明显是在侮辱观众的智商

嘛。为什么要让这些雷人抗战剧堂而

皇之地出现在电视上？

师：这个我还真了解了一下。我

查阅了一些资料，主要有这样几个原

因：一是影视剧的题材播放受限。有

影视公司的负责人称，古装剧受审太

严，谍战剧不让在黄金时间播，不拍

抗战剧拍什么。于是乎，很多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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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到了抗战剧中。其二，在创作上为

求新求变。“忽如一夜春风来，偶像

抗战遍地开。”以前的抗战英雄都是

高大全式的人物，为迎合观众，编剧

们就弄了些草根英雄。在这种背景下，

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便出现了。血肉

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

空洞化和游戏化。我们学历史就是要

有求真求实的精神。抗战就这么容易

么？鬼子就这么白痴么？我给大家看

几个数据。（出示材料）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统计，抗

战中中国军队阵亡1,328,501人，负伤

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据《日

本陆海军事典》中记载，日军死亡40.46

万（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

5.11万。

——喻德文在《中国抗战损失和战

后索赔始末》（1995年）

师：从这组数据中，大家可以得到

哪些信息？

生：中国军队阵亡人数比日军阵亡

人数要多得多，负伤人数也非常多。

师：很好，我们算一下伤亡的比较。

生：接近3:1。

师：这意味着什么？

生：消灭一个日军，中国军队的代

价是3个人。（学生的笑脸已经褪去，

神情有些凝重）

师：我们再以一场具体的战役为

例看伤亡的代价。台儿庄战役是我们

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了。大家还记得

台儿庄战役的意义吗？

生：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

队取得的重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

抗战士气。

师：很好。这是我们课本上给出

的结论。课本上说，这场战役共消灭

了一万多日军。你可知中国方面付出

了多大的代价吗？（学生摇头）。

在崔永元《我的抗战》一书中有

这样一个细节。（出示材料）

材料一：台儿庄战役从3月24日到4

月7日，历时14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

全歼矶古师团主力约10000多人。然而，

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

失近20000人。李宗仁望着重叠扑倒在

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

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崔永元 《我的抗战》第45页  

2010年

中国方面付出了两万人的代价！

我们或许不能完全明白李宗仁及随同

将士跪在地上放声号哭全部含义，但

苦难中国的过去和不屈抗争的精神永

远是支撑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强大的动

力。我们不得不问：为何我们的代价

是如此之大？中日军队战斗力差别到

底有多大？

探究：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别有多大？

师：全面抗战之初，中日双方之间

的差别非常大。国民政府进行了几个

大的保卫战，用鲜血染红了大片国土。

以淞沪会战为例，出示淞沪会战材料。

材料二：淞沪会战——1937年8月

13日，上海中国守军及支援部队在蔡廷

锴、蒋光鼐、张治中等诸将率领下，不

怕强敌，奋勇抗战，“用人海填火海”，

血战三个月，毙伤日军4万人，中国军队

也伤亡20万人，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

亡中国的神话。

——吕明灼《新抗战史观》，《齐

鲁学刊》，2006年03期

参加淞沪会战的是国民政府装备

和训练最好的中央军，在三个月中损

失惨重，辎重毁损过半。这次会战，中

日双方都动用了各自的精锐部队，双

方伤亡比是多少？

生：5:1。

生：为什么淞沪会战的伤亡比台儿

庄战役要大得多？

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动动脑

抗日剧中的雷人必杀技之一，化骨绵掌 抗战剧中的雷人必杀技之一，手榴弹炸飞机



筋思考一下，影响双方战斗力的因素

有哪些？

生：武器装备。

生：指挥协调。

生：军队士气。

师：如果是短兵相接呢？

生：身体素质。

生：格斗技能。

生：枪法。

师：很好，我们回到刚才同学提

出的疑问，淞沪会战的伤亡比为什么

比台儿庄战役要大得多？淞沪会战时

期，为阻挡占有海空优势的日本侵略

军，中国军方采取了硬拼式的阵地战，

这样带来了极高的人力消耗。头几个

月，很多战役的伤亡几乎是10:1。到

1938年以后，战争进入到胶着状态，

中国军队逐渐改变战略，采取比较机

动的迂回战术，双方军队的伤亡率才

逐渐接近。明白了吗？

生：也就是避其锋芒，发挥己长吧。

师：你能用自己的话理解，非常好。

当时，中国在经济、军事、技术、组织

等方面都比日本要弱很多，坚持将这

场战争打下来的最沉重的担子是挑在

中国普通士兵的肩膀上的。那普通士

兵的素质如何呢？老师准备了几则材

料。（显示材料，组织学生阅读讨论）

材料三：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

文盲……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

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大

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材料四：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

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

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

要原因。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

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

死亡率之大部。

材料五：蒋介石承认，“我们军队

里面的所有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

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在撤退

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

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

——王奇生 《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国民政治》 2010年

311—315页

师：有人说，“（抗战）依靠这样

的军队终能坚持博得最后胜利，实在

是20世纪历史上的奇迹。”结合材料

和所学，探讨你的看法。

生：这是真的吗？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以前所学的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的人如何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英武神

勇。我们就是靠这样的军队取得胜利

的吗？如果是，太不可思议了。

师：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归纳中

国士兵的素质？

生：从文化素养上看，绝大多数是

文盲；从军事训练上看，新兵缺乏基

本的训练，没有掌握基本的军事素质；

从体质上看，多数士兵营养不良，体

质严重恶化；从伤员救护上看，伤病得

不到及时救治；从军官素质看，很多军

官中饱私囊，缺乏爱国心。

师：归纳得非常好，能从不同的

角度去分析。还有吗？

生：从部队作风看，军纪败坏，弄

得民不聊生。

师：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博得了胜

利，是奇迹吗？

生：是奇迹。

生：老师，这里出示的材料太偏颇，

不能完全反应中国军队的真实状况。

师：哦，说说你的看法。

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中国军

队的文化素质、军事训练、体质等方面

都很差劲，这是有道理的。但各种部

队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像中央军的

后勤供应、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就是

比较好的。而各地方杂牌军的武器装

备、训练等就要差很多。您前面不也

说了，士兵的爱国情操、指挥官的能力

及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吗？我们

也有很多舍生救国的抗战英雄啊！

师：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能

提出并很好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建

议大家给他掌声。（鼓掌）抗战期间，

中国共征召了1400多万的壮丁，他

们多半目不识丁，往往被迫离开家乡

亲人，过着艰苦的军中生活。除了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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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玲老师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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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枪炮威胁外，长官的虐待、疾病

的侵袭也会随时夺取生命。在如此

艰苦的情况下，中国军人展现了卓越

的爱国精神，用自己的性命捍卫着国

家的领土和尊严。这样的人，尤其值

得我们敬重，他们中的很多人血洒疆

场，很多活着的老兵也是到了耄耋之

年，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过着极其孤苦

和清贫的生活。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

元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采访健在

的抗战亲历者，还原最真实的抗战8

年风云。大家想知道日军的战斗力如

何吗？

生：想！

师：我们同样用几则材料来了解

日军的战斗力。（展示材料，学生阅读

讨论）

材料六：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

子弹可能杀死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

军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

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

大约是苏军一倍以上。

——姚天成  《看看我军抗日老战

士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 

材料七：在被俘和击毙的日军官兵

身上都能找到《步兵操典》小册子……

书上勾画的重点和读书心得比比皆是，

足见日军官兵研读此类书籍所下的功

夫非同一般。日军士兵能升为准尉或曹

长的，皆是能把部队教程背得滚瓜烂

熟之人。

——沈克尼 《侵华日军作战训练

的依据——步兵操典》 

材料八：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

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

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

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

有隙可乘。

——李宗仁 唐德刚 《李宗仁回忆

录》  2005年

问：指出让你震撼的细节部分。

师：谁先来谈谈？

生：“日军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

名甚至20名敌军”，太厉害了。

生：日军的训练比中国的要好。

“日军士兵能升为准尉或曹长的，皆是

能把部队教程背得滚瓜烂熟之人。”

生：“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

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

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不可思

议！

师：谁来归纳一下日军的素质？

生：从军事训练上看，日军训练很

扎实。

师：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训练很扎

实？

生：日本的射杀水平高，说明训练

得好。有专门的训练教程《步兵操典》，

更重要的是，“书上勾画的重点和读书

心得比比皆是”，说明他们很用心地掌

握了教材内容。

师：材料还可以看出日军哪方面

的素质？

生：从战术配合上看，按战术战斗

原则作战，一丝不乱。

师：通过阅读和比较，你对中日军

队战斗力有怎样的认识？

生：在抗战剧中，中国军人杀一个

鬼子是多么容易啊！读了材料才知道，

杀死一个鬼子有多难啊！

生：没想到日本人他们纪律那么

好，战斗力如此强悍，而且能吃苦耐

劳。真是不可想象！

师：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生：抗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

军侵略我国不只是因为他们趾高气扬，

他们确实具有雄厚的国力与严明的纪

律。日军与国军的价值观不同，大多数

日军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不畏困难和

牺牲。而国军与日军的差距很大，许多

人为求一己私利而背叛原则。

日本的《步兵操典》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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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让我觉得耻辱的是，中国军

队里所有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

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在撤退的时候，

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

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玩忽职守，以

致失守。

师：和日军比较，确实看到了我们

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仅是

国力上的差距。过去是，现在也是。我

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反思：

抗战我们赢得有多艰难？

师：14年的抗战，无数的中国人为

民族争生存、争独立而奋斗、而牺牲，

其间不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时

间已过去70年，关于抗战，我们还记

得起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让我们

通过一组数据看看我们曾做出的牺牲。

材料九：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

独立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到

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兵力的一

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

的关东军。1945年战争结束时，239万

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

中国，在中国战事消耗了日本战争总

开支的35％——即340亿中的120亿，另

外还有396040名日本人战死，更多数

量的日军受伤。中国方面动员了1400

万人，总伤亡达到3211419——包括

13119958阵亡，1761355受伤，130126人

失踪，——而且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

币的可怕债务。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

失更是难以计算。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

年—2000年中国的奋斗》467页

师：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抗战

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日战斗

力差别如此大，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抗

战的最后胜利？

生：全民族抗战啊，我们人多！

生：不单是人多的原因，中国军人

也有很多有血性的军人，抗战时战死

的将军就有一百多位，士兵更是不计

其数，他们用鲜血换来了胜利。

生：国际援助也是重要原因。

师：现在很多的影视剧把鬼子刻

画得非常弱智，你怎么看这些“雷人”

的抗战剧？ 

生：如果日本人是这种智商，侵华

怎么磨蹭了八年？这八天就搞定了啊！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那是不是说我们的

智商比这还差啊。这种影视片简直是

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生：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

日本人的这种素养，太让人敬佩，同时

也太可怕了。我们很多人就知道天天

说大话，缺少的就是日本人这样脚踏

实地。

生：现在明白了，那些抗战剧很多

都是瞎编的。

生：我觉得抗战剧就是为了满足我

们自己的某种心理，或者说就是编剧为

了收视率故意迎合观众，这样的抗战

剧简直是误导年轻人。

    生：我最近刚看了一部俄美合

作拍摄的电影《斯大林格勒》，电影

里充满了“正义不畏牺牲，爱情不畏

死亡”的精神，战争的场面恐怖、让

人震撼，会让我们愈发珍惜和平。不

像我们的某些电视剧，把鬼子都描写

得猥琐和弱智。你想啊，如果是这么

弱智的日军我们还要花八年时间才把

他们赶走，那不是说我们比他们还弱

智吗？

学生说，电影《斯大林格勒》与国内的抗战剧不同，战争的场面恐怖、让人震撼，会让我们愈发珍惜和平



评课人_夏辉辉  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

007_THE EDUCATOR

遗忘和娱乐：抗战记忆的两张面孔

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 美 ] 尼尔 · 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出于对电视时代的反思，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

一书中指出，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一切

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

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

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乔治·奥威尔曾在

《一九八四》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

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

人们会渐渐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

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

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

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带着这样的思考来听夏玲老师《杀死一个鬼子有多

难》一课，有着更多的感

慨与欣慰。感慨的是这

种“娱乐至死”的精神

无孔不入，欣慰的是

我们一线普通的历史

老师在用实际的教学

行动与之对抗，师生的

课堂充满了理性与思

考。夏玲老师是我市初

中历史第一批教学能

手，她的课灵动而充满

了理性，深受学生的欢

迎，她关于抗日战争一

课的教学给了我很多

启发。

对于抗战的遗忘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叫做《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

国人淡忘日本人祭奠》，讲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对松山战役

的不同纪念方式。在我们普通人的头脑中，似乎没有对松

山战役的任何记忆，就像我们对抗战缺乏深入的了解一样。

对此，有人慨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里，有着根深

蒂固的胜者王败者寇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王’与‘寇’

的定性，一转眼就将刚刚流淌的鲜血和付出的无数生命擦

得干干净净。”我们真的是善于遗忘的民族吗？

对于抗战的“娱乐”

近年来，抗战剧闪耀荧屏，出现了一些精品。与此同

时，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弹弓打鬼子等“神技”也

频频出现在抗日影视剧中，抗战被“娱乐”的趋势越来越

严重。抗日剧“连基本的公共理性也置之不顾，血肉之躯

铸就的抗战精神在神剧中已被空洞化和游戏化，变作掩护

暴力刺激的一张虎皮。” “雷人”的场面不断地冲击着观

众的视线，剧中的日军过于弱智，往往被塑造成猥琐愚蠢、

不堪一击的小丑。在影视中唤起不是对艰苦的抗战的回忆，

而是肤浅的仇恨和廉价的“复仇”快感。难怪有人会说，

当我们的“神剧”在荧幕上一次又一次将日军丑化的时候，

背后体现出的却是国人深深的自卑和充满精神胜利味道的

自负。

学生的“历史知识”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影视

作品，而时下“戏说”历

史的影视剧层出不穷，造

成了学生历史认识和历

史意识的极大混乱，教科

书的叙事方式显然不能

完全让学生摆脱影视剧

灌输的“历史知识”的困

扰。公民意识的养成是建

立在理性的思考上的，理

性的思考则是建立在真

实认知基础上的。夏玲老

师的《杀死一个鬼子有

多难》一课，针对当前抗日

神剧给学生带来的困扰，在真实的史料中“深耕”抗战史，

撬起学生从影视剧中得来的“历史知识”，探究与对话充

满了理性，使得艰辛的抗战史在课堂中渐渐恢复了其原有

的庄严与肃穆。

这是一节去“娱乐化”的历史课，这既是对雷人抗日

神剧的回应，也是学生感知、反思真实历史的良好契机。

学生从兴奋到凝神再到反思，重识了抗战伟业，感悟了

1400万普通士兵的家国情怀。

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