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汛防灾演练 防灾减灾演讲稿(精选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防汛防灾演练篇一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地震来时如何逃生》。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北川发生8.0级强震，时隔5年，日
本也发生了罕见的9.0级强地震，同时引发了海啸，近日，云
南_县、台湾宜兰县、新疆、俄罗斯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地震，
地震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因此，在地震来
临时如何自救，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知识。

在家里时发生地震。首先要做的是保持镇定，躲藏前，应先
关掉煤气和电源，然后躲到承重墙墙根等处。因为房屋倒塌
后，有时会在室内形成三角空间，这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
安全地点，包括坚固家具边、内墙墙根、厨房等空间小的地
方。此外，躲避时千万别靠近窗边或跑到阳台上，这两个地
方最危险。

躲避过程中，保持身体蹲下或坐下，身子蜷曲，尽量缩小自
身占有空间;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能随手抓一个枕头或坐垫
护住头部、眼睛，掩住口鼻。

地震过后，可从建筑物迅速撤退到室外空地上。在路线的选
择上，应选择楼梯，千万别乘电梯。



在公共场所时发生地震。应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避开吊
灯、电扇等悬挂物，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慌乱地涌向出口，
避免被挤到墙或栅栏处;在商场书店等场所时，应选择结实的
柱子边或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远离玻璃橱窗、柜台或其他
危险物品。

在户外发生地震。应选择开阔地点蹲下或趴下，不要随便返
回室内，避开人多的地方;避开楼房、水塔、立交桥等建筑
物;远离电线杆、路灯、牌等危险物、悬挂物;避开狭窄街道、
危墙等场所。

在学校里发生地震。不要马上往外跑，应迅速用书包护住头
部，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桌子下面。待地震过后，再向
室外转移。在室外操场等地，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
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

同学们，灾难无情，生命无价。做为未成年人，我们更要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平时要加强学习，提高自救自护能力，掌
握在危急情况下机智逃生的本领，并积极向家长、朋友和邻
居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安全，珍爱生命。

防汛防灾演练篇二

大家好！2008年5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
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开展好“防灾减灾日”活
动，有利于引起广大师生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增强师生
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有利于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综合减灾
能力;有利于加强防灾减灾基础建设，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近年来安全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小学师生安
全意识也随之增强，防范能力逐渐提高，但是重特大伤亡事
故仍时有发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据联合国专家统计分析，
每年全球死于意外事故约200万人，其中青少年儿童接近100
万人;我国每年死于意外事故的少年儿童(18岁前)约8万人，



我国每年死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少年儿童高达数千人。面对每
一次残酷的事故，面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逝去，我们
每一个管理者和教师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发挥积极的作
用。每一个同学都应当视自己的生命为最宝贵的.东西，都应
当时时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对同学们的安全，希望记住以下几点：

1.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准
备活动要充分，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或
摔伤。操场上的体育运动器械，必须在老师的指导、监督下
使用，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攀爬、玩耍。

2.要注意交通安全。乘校车和公共汽车的同学要相互礼让，
文明乘车。同学们，请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安全开玩笑。

3.同学们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不能感情用
事。因此，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不能发生
同学间打架的.事件，甚至找外来人聚众斗殴，一定要自觉遵
守校规校纪。

4.课间文明，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进出走廊不奔跑，
不嬉戏，不在走廊和门洞玩耍。保持校园安静，在校内做到
轻声、慢步、靠右行。不在走廊拍球及从事体育性活动、追
跑嘻戏或打闹喧哗。

5.要注意食品安全。夏天到来，气温渐高，食物中毒事件开
始增多，同学们不要买过期的、变质的、不卫生的食品，尽
量不要在街头小摊上买东西吃。吃饭喝水都要讲卫生，要加
强身体锻炼，预防传染病。

6.要远离网吧，网吧里人员复杂，如果上网次数多了，就很
容易成瘾。同学们，为了自己的学业，为了自己的前程，为



了自己身心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请远离网吧。

7.夏天到来，气温渐高，同学们千万不要野浴，防止溺水事
故的发生。

8.不和生人搭讪，防止坏人拐骗，现在的社会比较复杂，作
为小学生我们要做到生人的话不听、生人的事不做、生人的
路不带、生人的东西不拿。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
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让我们做一名“加强防
灾减灾,创建和谐校园”的文明守护者。

防汛防灾演练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防灾减灾，警钟
长鸣，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
地震，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国务院决定每年的5月12日确定
为“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六个“防灾减灾日”。

我们的身边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的侵犯和隐患，
如台风、暴雨、火灾、地震、雷电、交通事故等等，因此，
对我们全体师生而言，提高“防灾减灾”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灾害确实可怕，但比灾害更可怕的是无知，我们相信只要认
真学习“防灾减灾”的基本常识，提高逃生的自救互救常识，
我们完全可以把灾害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甚至完全可以避免
灾害的发生。

第一，要从课堂内外多种渠道了解灾害的起源以及怎样自救。
比如，地震了怎么办？刚才我们进行了演练。既首先要冷静，
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绝
不能乱跑或跳楼，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



第二，除了了解这些知识之外，我们要认真参加学校安排的
应急演练活动。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一次应急演练，同学一
定要重视，而不单单是觉得好玩，应付了事。

1、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踏的事件
的发生；不在教室、走廊追赶、打闹、大声喧哗。

2、现在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节，
同学们要注意保暖，教室多通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防止传染病的发生。

3、夏天到来，气温渐高，食物中毒事件有可能增多，同学们
不要买过期的、变质的、不卫生的食品，尽量不要在街头小
摊上买东西吃。

4、天气渐暖，不要私自下河、塘、水库游泳。在各项运动中
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准备活动要充分，
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或摔伤。

5、同学们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不能感情用事。在同
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不能发生同学间打架的事
件，更不能找外来人解决。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
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让我们行动起来，识别
灾害风险，提高应对能力。

防汛防灾演练篇四

当前，学生溺水死亡已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
给家庭、学校和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令人惨痛、教
训深刻，同时，也给我校的安全工作进一步敲响了警钟。



（一）、游泳小常识：（五点）

1、必须在家长（监护人）的带领下去游泳。单身一人去游泳
最容易出问题，如果你的同伴不是家长（成年人），在出现
险情时，很难保证能够得到妥善的救助。

2、身体患病者不要去游泳。中耳炎、心脏病、皮肤病、肝、
肾疾病、高血压、癫痫、红眼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及感冒、
发热、精神疲倦，身体无力都不要去游泳，因为上述病人参
加游泳运动，不但容易加重病情，而且还容易发生抽筋、意
外昏迷，危及生命。传染病患者易把病传染给别人。另外女
同学月经期间均不宜游泳。

3、参加强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后，不能立即跳进水中游泳，
尤其是在满身大汗，浑身发热的情况下，不可以立即下水，
否则易引起抽筋、感冒等。

4、被污染的（水质不好）河流、水库、有急流处、两条河流
的交汇处以及落差的河流湖泊，均不宜游泳。一般来说，凡
是水况不明的江河湖泊都不宜游泳。

5、恶劣天气如雷雨、刮风、天气突变等情况下，也不宜游泳。

（二）、游泳前要做好准备班会。

毛孔迅速收缩，刺激感觉神经，轻则引起肢体抽筋，重则引
起反射性心脏停跳休克，很容易造成溺水死亡。

2、如何准备：

通过跳跃、慢跑使身体发热但不出汗至2-4分钟。其目的是使
身体内各个器官进入到班会状态。

做徒手操：（体育课老师经常采用的）使身体各关节、韧带



及身体肌肉做好充分班会准备，以防受伤。

入水前用冷水淋浴一下，以适应水温，然后下水。

水上准备工作。入水后不宜马上快速游泳，更不宜马上流入
深水区。应在浅水区适应一段时间后，再逐渐加速。

（三）、游泳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四点）

1、应该相互关照、相互关心，而不应该相互嬉水，或捉弄对
方。一起去游泳，如果有人提前上岸，要告诉同伴，一起去
游泳应该一起回家。

2、到天然游泳场所（如江河、水塘、水库）游泳，应该有家
长、亲人或老师的带领。特别强调初学者不要到野外去游泳。

3、要注意休息，不要长距离游泳，不要远离伙伴。如果感到
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在岸上观看同伴游泳，
留心他们的安全。

4、中小学生不游潜泳，更不能相互攀比潜水的时间谁更长，
潜水的距离谁更远。这样做很容易发生危险。

（四）、游泳中的紧急情况及自救。（三点）

1、抽筋：是肌肉不自主的强直性收缩，水温过低或游泳时间
过长，都可能引起抽筋，发生抽筋时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
不惊慌。

2、一般处理办法。

（1）如果发现有抽筋现象，应马上停止游泳，立即上岸休息，
并对抽筋部位进行按摩。

（2）如果在深水中发生抽筋，且自己无力处理，而周围又无



同伴时，应向岸边呼救，千万不要慌张。

3、在水中解脱抽筋的方法，主要是牵引抽筋的骨肉，使收缩
的肌肉伸展和松驰。具体的解脱方法如下：（6个方面）

（1）手指抽筋时，将手握成拳头，然后用力张开，这样迅速
交替做几次，直到解脱为止。

（2）一个手掌抽筋时，另一手掌猛力压抽筋的手掌，并做振
颤动作。

（3）上臂抽筋时，握拳，并尽量曲肘，然后用力伸直，反复
几次。

（4）小腿或脚趾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卧在水上，用抽筋
肢体对侧的手握住抽筋的脚趾，并用力向身体方向拉，另一
只手压在抽筋一侧肢体的膝盖上，帮助伸直，就可以得到缓
解。如一次不行，可心连续做几次。

（5）大腿抽筋时，吸一口气，仰卧水上，弯曲抽筋的大腿，
并弯曲膝关节，然后用两手抱着小腿用力使它贴在大腿上，
并加振颤动作，最后用力向前伸直。

（6）胃部抽筋时，先吸一口气，仰浮水上。迅速弯曲两大腿，
靠近腹部，用手稍抱膝，随即向前伸直，注意动作不要太用
力，要自然。

1、发现溺水者如何将其救上岸。

方法一：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溺水者，再将其
拖至岸边；

方法二：若没有救护器材，可以入水直接救护。接近溺水者
时要转动他的髋部，使其背向自己（为什么？）然后拖运。



拖运时通常采用侧泳或仰泳拖运法。

特别强调：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不能冒然下水营救，应
立即大声呼救，或利用救生器材呼救，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
定：“未成年不能参加抢险等危险性班会。”这也是我们学
校为什么要强调学生去游泳要由家长带领。

2、如何开展岸上急救（四步）

（1）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将其口腔打开，清除口腔
中的分泌物及其他异物。如果溺水者牙关紧闭，要从其后面
用两手的拇指由后向前顶住他的下颌关节，并用力向前推进。
同时，两手的食指与中指向下扳颌骨，即可搬开他的牙关。

（2）控水。救护者一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
放到屈膝的'大腿上，一手扶住他的头部，使他的.嘴向下，
另一手压他的背部，这样即可将其腹内水排出。

（3）如果溺水者昏迷，呼吸微弱或停止，要立即进行人工呼
吸，通常采用口对口吹气的方法效果较好。若心跳停止还应
立即配合胸部按压，进行心脏复苏。

（4）注意，在急救的同时，其他要迅速打急救电话。或拦车
送医院。

1、发洪水时应注意往高处逃；

2、尽力躲避大浪；

3、尽量抓住浮托物；

4、挥动鲜艳衣物呼救；

5、洪水来之前要准备好食品、药品、手电筒等，并选好转移
的路线和地点。洪水来时要听从街道、乡村政府干部的指挥，



全家带上食品和衣服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6、洪水来时，如正在教室上课，要听从老师的指挥，有秩序
地转移，紧急时要抓牢课桌、椅子等漂浮物，尽可能与老师、
同学在一起，等待营救，千万不要独自游泳回家。

山区山洪暴发，山沟、河滩中水深齐膝，水流又急时，学生
不能单身过河。如学校未停课，上学、放学必须通过时，可
在家长、老师护送下，几个同学手拉手，与水流方向斜叉过
河，当水深过膝时，几个学生一起也不能过河，放学路上遇
桥梁、道路坍塌，不能冒险通过，可返回学校留宿或请老师
想别的方法。

防汛防灾演练篇五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的主题是《防灾减灾，警钟
长鸣》。

过几天是汶川地震十周年，也是我国第九个“防灾减灾
日”。20xx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震造成69227人遇
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8级大地震，强度之大，
波及面之广前所未有。汶川大地震爆发!其能量相当于400颗
广岛原子弹!许多地方都被夷为了平地。20xx年3月2日，国家
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xx年起，每
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九个
“防灾减灾日”。

今天，利用国旗下讲话时间，我再次对大家作一些警醒和提
示：

一、我们要认真参加学校安排的应急演练活动。汶川地震来
临之时，绵阳安县桑枣中学的师生，在1分36秒内全部从教室
安全撤离到操场，毫发无损，2200多个学生，98位老师，没



有一个伤亡。原来该校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
师生认真参与其中。我们学校每学期至少都会安排一次应急
演练，希望同学加以重视，而不单单是觉得好玩，应付了事。

二、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
准备活动要充分，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
或摔伤。操场上的体育运动器械，必须按规定使用，不允许
任何人私自攀爬、玩耍，发现运动器械坏了，要及时报告老
师。

三、要注意交通安全。红灯停，绿灯行，严禁逆向行驶或行
走，横穿公路要走人行横道，乘坐公共汽车要相互礼让，文
明乘车。

四、同学们遇事不能感情用事，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
静、理智，及时向老师求助，妥善解决误会或纠纷。

五、课间文明，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进出走廊不奔跑，
不嬉戏，不在走廊和门口玩耍。保持楼道内安静，做到轻声、
慢步、靠右行。不在教室走廊从事体育性活动、追跑嘻戏或
打闹喧哗。 第六、要注意食品安全。夏天到来，气温渐高，
食物中毒事件有可能增多，同学们不要买过期的、变质的、
不卫生的食品，不要在街头小摊上买东西吃，预防传染病。

六、注意游泳安全。学校严禁任何同学私自到海边、水库、
池塘、溪流、江边等危险水域游泳或戏水，学生外出游泳必
须在家长的陪同下到正规的游泳池进行，确保安全与锻炼。

同学们，纪念是为了科学地认识灾难，我们要珍惜生命、热
爱生命，特别是要学习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克
服困难、无私奉献、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学习、提高本领，
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