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 防地震安
全知识教育演讲稿(优质6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一

早上好，“星星火炬”广播现在开始，我是广播员钟宝仪。
今天我广播的内容是“地震时我们该怎么办?”。

上星期，学校开展了地震演练活动，同学们都认真对待，积
极配合老师，可是有一小部分同学嘻嘻哈哈，认为地震根本
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
年约有500万次。地震，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是一种
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它破坏力很大，往往发生在瞬间。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防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多学习掌握一
些抗震技能。

如果我们在上课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迅速抱头，闭眼，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背向窗户，用书包保护头部。服从老师
指挥，有组织地撤离，防止发生踩踏，不可慌乱冲出教室，
不可跳窗逃生。

如果我们在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躲在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如果我们逛书店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选择结实的柱子边
或内墙角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
玻璃橱窗或柜台，不要慌乱，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如果我们不幸被埋压，怎么办?设法用砖头、木棍等支撑残垣
断壁，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以防余震时再被埋压，不
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
闻到煤气及有毒异味或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服捂住口、
鼻，不要乱叫，保持体力，用敲击声求救。

防患于未然，同学们，中午回家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地震
包”吧。先找一个书包(可以是以前使用过的旧书包或背囊)，
里面放一些防灾用品：如口哨、手电筒、急救药品、火柴、
蜡烛、毛巾、绳索、毛毯、写有家人血型的卡片等等，可以
再放两瓶矿泉水及一些固体食品(譬如饼干、花生)。记得这
些食品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因为放久了会过期的。接着
把这个“地震包”放在家门口一个醒目并且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果灾难真的发生时，这个“地震包”或许会挽救我们的生
命。

“星星火炬”广播到此结束，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谢谢大
家!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二

为了保证本次应急通信保障与救援综合演练暨地震监测规范
化建设现场会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局上下高度重视，局
长亲自制定演练方案，成立了以局长为队长的鼎城区应急分
队。

演练前两日，局长亲自主持召开了演练动员会议。会上局长
做了简要发言，对我区的严峻的地震形势进行了论述，对本
次演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说明。会议统一了思想，提
高了认识，增强了参加演练人员的历史使命感。

一是制定科学可行的方案。接到市局的通知后，我局就开始
着手制定行动方案。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局对演练的每一个
细节进行推演。



二是补充必要的装备与物质。为保证此次演练取得丰硕的成
果，局里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购置了服装及其它必
要的装备与物质。

本次演练全体参演人员服从指挥、作风优良，素质过硬，成
绩突出，圆满地完成了市下达的各项任务。但现时也暴露出
了一些问题。

1、部分队员操作通讯设备的技能不娴熟。主要表现在有的队
员只会打电话，不会用海事卫星发信息，或发信息太慢，贻
误战机。

2、部分队员对演练细节的把握欠成熟。主要表现在有的队员
行动的速度与节奏跟不上，有掉队的现象。

下一步，我们将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整改，并在适当
的时候，组织一次全区的地震应急演练，磨练我们的队伍;并
把这些问题与日常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全力搞好日常工作，
推动我市防震减灾事业不断深入，为构建幸福鼎城做出更大
的贡献。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 珍爱生命》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镇静，任何突发应急事件不要慌乱。 如
果正在上课时发生了地震，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
中间及后排的同学应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包护住头部;靠墙
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远离窗户，以防玻璃碎片
伤人。在走廊或楼梯上同学，应找墙角蹲下，保护好头部，
远离墙上悬挂的装饰物，等震动停止后迅速向外撤离。如果
在场等户外，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不要在广告牌
下、篮球架下等危险地方停留，尽量向空旷的`地方集中。
用毛巾、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往意保存体力，不要



大喊求救，设法找到食品和水，创造生存条件，等待救援。
当然，人的一生遇到大的灾难的几率是小的，我们更加要注
意小的安全问题，提高防范意识。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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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事件
的发生。

第三、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解决不了的矛
盾，一定要寻求老师的帮助解决。

第四、现在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
节，教室、宿舍要多通风，注意个人卫生，停止传染病的发
生。更不要私自下河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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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
生命，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时刻注意防灾减灾，做到警
钟长鸣!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四

预防地震，主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危急时刻能保持冷静，
重要是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失措，不能失去理智，特别是不
要恐慌，因为恐慌才是最大的危险。除此之外还要掌握一些
防震的方法。

总之，震时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
安全空间和通道进行躲避，减少伤亡。在学校中，地震时要



在比较坚固、安全的房屋里，可以躲避在课桌下、讲台旁、
教学楼内开水间、有管道支撑的房间里，决不可乱跑或跳楼。
地震时，在街上行走时如何避震？地震发生时，高层建筑物
的玻璃碎片和大楼外侧混凝土碎块、以及广告招牌，马口铁
板、霓红灯架等，可能掉下伤人，因此在街上走时，最好将
身边的.皮包或柔软的物品顶在头上，无物品时也可用手护在
头上，尽可能作好自我防御的准备，要镇静，应该迅速离开
电线杆和围墙，跑向比较开阔的地区躲避。

一旦遇难，要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的环境，稳定下来，设法脱
险。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或其他危险
物；搬开身边可移动的碎砖瓦等杂物，扩大活动空间。注意，
搬不动时千万不要勉强，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设法用
砖石、木棍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时再被埋压；不要随
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闻
到煤气及有毒异味后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物捂住口鼻；
不要乱叫，保持体力，用敲击声求救。

如果你正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遇到地震时，要沉着冷静，
特别是 当场内断电时，不要乱喊乱叫，更不得乱挤乱拥，应
就地蹲下或躲在排椅下，注意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用
皮包等物保护头部，等地震过后，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组
织地撤离。

地震时，你正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
台、商品（如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处就地蹲
下，用手或其它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和玻璃橱窗，也可
在通道中蹲下，等待地震平息，有秩序地撤离出去。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五

（一）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

成员：

（二）应急机构的职责

1、组长职责

地震发生后，领导地震应急工作，统一组织、指挥协调抗震
减灾抢险的紧急救援工作。负责与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县
直各有关部门应急机构保持联系。

2、领导小组成员职责

（1）迅速了解、收集和汇总震情、灾情，及时向中心校抗震
减灾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并及时与县直各有关部门应急机构保
持联系。

（2）协助县地震观场工作组加强余震监视和震情分析会商。

（3）组织震害损失调查和快速评估，开展地震考察、宏观异
常调查，了解和汇总应急工作情况。

（4）负责报送地震新闻宣传报道。

（5）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办理抗震减灾领导小组交
办的其它事项。

（一）应急通信保障是应急预案实施的重要条件，一旦发生
地震，应急通信设备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二）要优先保证与县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通信。

地震临震预发布后或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本预案并
采取紧急措施。



（一）一般破坏性地震的应急反应。

地震发生后，抗震减灾应急领导小组要迅速了解震情、灾情，
确定应急工作规模，并将震情、灾情和应急工作情况报告县
抗震减灾指挥部、宣传灾区进入震后应急期，抗震减灾应急
领导小组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具体实施地震应急预案，部署
地震应急工作。

（二）严重破坏性地震的应急反应

发生破坏性地震后，领导小组即刻转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
实施学校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开展震后抢险救灾工作。

1、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立即进入各自岗位履行各自职责。

2、根据灾情，及时组织救援队伍的任务，迅速开展自救互救。

3、各班要迅速疏散教室内学生，抢救被压人员。

4、建立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伤师生。

5、及时上报灾情和抢险救灾情况，接受上级的有关部门的指
导。

6、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

防地震安全知识演讲稿篇六

为了提高防范自救能力，落实学校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的有关要求，加强学校安全事故的防范，加强我校重大安
全事故的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我校广大师生防震减灾意识，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让全体师生了解和掌握地震紧急避险的
实用方法和要领，熟悉紧急疏散路线，地点，确保学校的安



全与稳定，做到防范于未然。我校于12月19日下午3：00组织
全校师生开展了“地震应急避险和疏散演练”活动。

一、制定疏散方案

在地震局专家的指导下，根据建筑物及周边情况，制定演练
方案。演练前对疏散路线必经之处和到达的“安全地带”进
行实地仔细检查，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消除障碍和隐
患，确保线路畅通和安全。

二、强化宣传教育，进行动员学习

学校在此次活动期间，先请地震局的专家进行“防震减灾专
题讲座”，同时向全校学生发放关于“防震减灾知识”的宣
传折页。组织各年级采取墙报、主题队会等多种形式，提前
强化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确保每位学生掌握避震疏散常
识，自救互救常识和紧急救护，让每位学生明确疏散路线，
做好演练充分准备。

使全体教职工明确此次地震应急演练的任务和注意事项。演
练前班主任对学生进行动员，熟悉应急避震的正确方法和疏
散线路，做好充分的演练准备，同时强调演练是预防性、模
拟性练习，并非真正的应急疏散。

三、职责明确，分工合作

学校安全应急疏散工作能快速、有序地进行，和教师的有效
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密不可分。在日常活动中，学校都有详
细的疏散方案。在本次的避震疏散演习中，当堂课的教师作
为临时岗位人员组织学生安全撤离，及时开启教室门，保持
安全出口的畅通;当学生全部撤离教室后任课教师与学生同步
撤离，并及时观察、处理突发事件。先进入楼道的教师在中
间平台组织学生有序撤离，后进入楼道的教师在楼口组织学
生有序撤离，学生万一出现跌倒现象时应及时扶起避免意外



发生。其他教师均到院子组织本班学生往南撤离，维护疏散
秩序，控制、分流人员，确保学生不因拥挤造成伤害。安全
负责人汇总各班汇报情况，并及时向组长汇报。

按照《中小学校地震应急演练方案编写纲要(草案)》中地震
应急机构安排，在这次演练中学校成立了演练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应急疏散组、抢险救灾组、安全保卫组、医疗救
助组，每个组都有明确的职责。

四、多次预演，做到熟练有序

为确保演练工作安全顺利的进行，班主任对本班学生进行疏
散动员，讲清楚疏散意义和要求，使学生思想上重视疏散活
动，并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各班利用时间，按疏散方案带
领学生熟悉疏散路线，确保紧急疏散时安全顺利进行，对发
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并及时上报。

学校先组织全体师生进行了预演，并认真总结和分析预演的
全过程，广泛听取意见，对演练方案的实际操作进行再一次
细致修改调整，及时排除演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力求做到
熟练有序，确保在避震和疏散中的安全。

在此次的“地震逃生应急演练”活动中，全校师生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正真做到了安全、迅速、有序。全
体师生紧急疏散撤离教学楼，全部到达指定的“安全地带”，
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演练使全校师生掌握应急避震的正确
方法，进一步熟悉震后我校紧急疏散的程序和线路，确保在
地震来临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全体师生的生命安全。

通过地震应急演练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我校的安全教育工
作，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提高全体师生在突发公共事
件下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深入发挥“小手拉大
手”的功能，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
个社会”，达到增强防震减灾意识、科学有效防震，切实加



强我校防震减灾科普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