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优质10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
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
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一

大家早上好，我们要学习地震知识，不让生命死于无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现在无法避免地震的发生，
但我们可能通过掌握预防和减少地震灾害的知识本领使损失
降至最低。

同学们，纪念是为了科学地认识灾难，有效地防震减灾。到
目前为止，地震预报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地震无法预报，
但能预防，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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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祝同学们健康成长，生命无限。

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二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防震减灾珍爱生
命》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
震造成将近7万人遇难，37万多人受伤，1万8千人失踪。这是
多么巨大的灾难啊！举国悲痛，世界震惊。为了警醒世人，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
灾日。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八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
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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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应尽快躲到课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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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操场等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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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下楼梯安全。严格遵守学校上下楼梯制度，禁止在集体
上下楼梯时逆向行走，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事故的发
生。

2、交通安全。严守交通法规，过马路时要先观察车辆情况，
主动避让机动车辆。按时上学和回家，不在外逗留。

3、夏季防溺水、防雷电、防传染病、防食物中毒安全。

4、正确处理同学间的矛盾。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
智、友好地处理，自己若不能处理好的话，应该请老师帮忙
解决。决不能感情用事，采用打架等暴力违法方式解决纠纷。

5、心理安全。同学们心理上要形成积极、健康、自信、自强
的乐观品质，遇到心理问题要找好友、老师和家长帮忙疏导，



不可产生自暴自弃、自残自虐的不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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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今日，我来到绍兴科技馆，上了一堂生动的“防震减灾”教
育课。在这堂课中，我收获多多。

一走进科技馆，一块块图文并茂的牌子映入我的眼帘。上头
讲述着一个个小百科、小故事。有大陆漂移学说，有地球构
成结构，有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的构成原
因和遭地震侵蚀后与地震来临前的样貌的比较，并经过一个
个的小实验、小游戏、小问答来增强我们“防震减灾”的意
识。

除了图文并茂的展板，还有许多要我们自我动手、实践的游
戏。

比如：你来制造地震。让我们先搭一座房子，然后推动下头的
“平地”，让我们准确地明白地震。还有地震波的演示。更
趣味的是在电脑上玩游戏。

除了这些，还有地震的讲解，足以吸引大家津津有味地看。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



如今，我们国家真是注重对中小学生的自护自救教育。办
了“防震减灾”展，让我们了解到了地震时，应当怎样避免
伤害，怎样减少灾害。又了解到地震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构
成的，怎样扩散的。虽然灾难还未降临，但我们要防范于未
然，多一份安全知识，少一份不必要的损失，让我们多学一
些知识，少一些安全隐患。

这一堂“防震减灾”教育课，让我受益匪浅!

感激为我们办展览的叔叔阿姨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四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 珍爱生命》。

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一瞬时，山崩地裂，家园损毁，生命
消逝。熟悉而温暖的家园被撕裂成山般的废墟，天真烂漫的
笑脸被夺去花一样的童年，鲜活的生命被那一瞬间把生与死
分开，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被残忍无情地摧毁掩埋。

2008年，每年的5月12日被设为全国“防震减灾日”。“防震
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汶川大地震故去的人们，也是提
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普
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
自然灾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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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今天，我们演讲的内容是学习防震知识，建设安全
校园。地震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面运动。像风雨一样，是经
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破坏力极大，是众多灾害中的第一个。
但是有时候人面对自然灾害是那么的无助，人的生命是那么
的脆弱。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预防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珍爱
生命意识，防灾意识。那么，作为小学生应该怎么做呢？那
就是多了解地震，了解自然，保护生命，预防地震，减少灾



害。

事实上，地震有一些前兆，如地下水异常、生物异常、地声
异常等。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提前知道，特殊的地
震云提前出现在地平线上，一些地方的地下水会变色，发出
奇怪的声音。地震前天气经常出现异常，主要有震前闷热、
焦虑烦躁、久旱无雨或连阴雨、怪风、六月冰雹等。一些动
物会有特别的反应，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吃食狗乱咬。鸭
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我们要防震减灾，杜绝人
祸，警钟常鸣，居安思危。为了在地震发生时保护自己，应
当掌握以下应急的求生方法。

地震发生时：如果住在楼房中，发生了地震，不要试图跑出
楼外，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
最小的房间，如厕所、厨房等。也可以躲要桌、柜等家具下
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并且注意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去
阳台和窗下躲避。如果正在上课时发生了地震，不要惊慌失
措，更不能在教室内乱跑或争抢外出。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
速跑到门外，中间及后排的同学可以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
包护住头部，靠墙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

我相信，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进展，人类终将变得越来越成
熟，人们能够象预报天气那样准确性地预报地震，从而保护
生命，减少损失。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六

“生命”多么鲜活，充满朝气的一个字眼。但是它是多么脆
弱，它经不起一次次的致命打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保
护好它。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大家都知道地震吞
噬了多少人多么鲜活的生命，它就像一个恶神，掌握着人的
生死！所以我们大家更要注重起来，地震多么可怕的一个字



眼， 它让万物生灵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它也是大自然中的一
员，没有人可以阻止，最好的办法就是地震中的逃生与自救。

当然，动物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它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
律动，从而给我们提示，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动物。

另外我们还应该知道室外避震的注意事项﹕

1、选择开阔地带蹲下或趴下。

2、要远离狭窄街道、高大建筑物、变压器、玻璃幕墙、高架
桥、和存有危险品、易燃品的场所。

3、强震之后不要回到受损建筑物内，防止余震伤人。

4、在行驶的车内时，应抓牢扶手，以免摔伤或碰伤，也可降
低重心，蹲在座位附近，震后再下车。

大家都记住了吗？不要让它夺去我们宝贵的生命。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七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珍爱生命》。

同学们，还记得2008年5月12日吗?那一天汶川大地震，一瞬
间，山崩地裂，家园损毁，生命消逝。熟悉而温暖的家园被
撕裂成废墟，天真烂漫的笑脸被夺去，鲜活的生命被那一瞬
间把生与死分开，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被残忍无情地摧毁
掩埋。2009年，把每年的5月12日设为全国“防震减灾
日”。“防震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
去的人们，也是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
防震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
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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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场等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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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踩踏事件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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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教室要多通风，注意个人卫生，防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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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八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20xx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一瞬时，山崩地裂，家园损毁，
生命消逝。熟悉而温暖的家园被撕裂成山般的废墟，天真烂
漫的笑脸被夺去花一样的童年，鲜活的生命被那一瞬间把生
与死分开，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被残忍无情地摧毁掩埋。



自20xx年起，每年的5月12日被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防灾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去的
人们，也是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防震
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
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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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或楼梯上的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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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操场等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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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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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踩踏的
事件的发生。

第三、课间不奔跑，不打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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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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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年5月11日。记得20xx年的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
吗?6万9千多同胞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今天，在
祭奠死难的同胞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
在了我们面前——如何将灾难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按
照国务院规定,从今年起,每年的5月12日为“减灾防灾”日,
那么明天就是我们全国第1个“减灾防灾”日。今年的教育主
题是：防灾、减灾，创建和谐校园。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中小学
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
多人,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校园安全涉
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有20种之多,其中包括
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火灾火险,溺水,体育运动损伤等等。这
些都时刻在威胁着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有专家指出,通过
安全教育,提高我们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80%的意外伤害
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
们的青少年欠缺安全防卫知识,自我保护能力差,因此我们必
须重视自身安全,杜绝危险行为。

1、远离危险物品，严禁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
爆或有毒,有害和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校园。

2、按时作息,径直回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3、做好卫生防疫,防病工作。不带零食进校园,防止食物中毒,
防止传染病传播。生病或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治疗并向学校
报告。

4、积极开展"反敲诈,保安宁"活动,坚决打击侵犯,教唆,引诱
未成年人的犯罪。当遇到敲诈抢夺时,应立即向老师,家长报



告。要熟记特殊电话：巡警:110 火警:119 急救:120 交通事
故:122。

5、不要进入网吧,避免使学习受到影响,身心健康受到污染和
受到人身伤害。

6、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了解防火,防电,防毒,防盗 ,防
受骗等知识。了解家中各种设施,如热水器、燃气灶、电器等
的使用方法和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及注意事项。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九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珍惜生命”。

20--年5月12日，地震发生那一刻，山体崩塌，房屋受损，生
命丧失。熟悉而温暖的家被撕成一座座废墟，天真烂漫的笑
脸被夺去。

20--年，每年的5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震减灾日”。设
立“防震减灾日”，不仅是为了纪念四川汶川地震的受害者，
也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对地震预防和减灾意
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大限度减少自然
灾害的损失。

我们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如台风，暴雨，火灾，地震，
闪电，交通事故等等。因此，对于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来
说，提高“防灾减灾”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冷静，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要惊慌。如
果在课堂上发生地震，靠近门口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
中间和后面的同学应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包护住头部。



靠墙的同学一定要紧靠墙根，双手保护头;远离窗户，以免碎
玻璃伤到你，学生在走廊或楼梯上，应找墙角蹲下，保护头
部，远离挂在墙上的装饰物，等震动停止后迅速向外撤离。

如出现在户外等，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躲避危险，也不要停
留在广告牌、篮球架等危险的地方，尽量将注意力集中到空
旷的地方。

用毛巾和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往意保存体力，不要
大喊求救，尽量寻找到食物和水，创造生活条件，等待救援。
当然，人们在生活中遇到重大灾害的概率是很小的，我们更
加要注意小的安全问题，提高防范意识。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拥有这一切
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增强安全意识，珍惜生
命，努力提高自我防范能力，时刻注意防灾减灾，做到有备
无患!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校长演讲稿篇十

因为各种自然因素，异常是各种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的发生
愈加频繁。它的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损
失和伤害，这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们的心。

自然灾害是可怖的，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令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大地
开始颤抖；水杯开始学会跑步并跑到了桌角，掉在地上摔了
个粉碎；房屋也开始摇晃起来。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地
震来了。

人们开始慌张起来，开始到处寻找能够躲避的地方。然而几



分种后，地震这个恶魔像发了疯似的，把大地撕扯得四分五
裂。各处房屋在一瞬间倒塌，夺走了不计其数的的生命。

虽然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是惨痛的，可是这也
并不是说自然灾害是完全不能够避免的。人们为了减少各种
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财产损失，异常是生命的损害，已经
做出了各种可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防洪建堤。

自古以来，洪水就是人们的天敌之一，它淹没田地、房屋，
并夺走多少人的生命。洪水是一只无法驯服的野兽，一旦暴
怒起来，对人们的伤害将不可估量。可人们也找到了应对的
办法—修筑大堤，开沟修渠。人们无法驯服这头野兽，就修
起了围墙，把它拦起来，再进行适宜的疏导。这种做法大大
减小了洪水带给人们的伤害。

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总是笨拙的，但他们身上就没有值得
我们借鉴的东西吗？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值得我们借鉴
的东西当然有。日本是一个“多震国”，地震无疑是他们最
大的敌人。为了更好地生活，日本的先民对他们的房屋进行
了改造，使得地震对他们的影响大大减小。这种技术值得全
球人民借鉴和使用。

尽管人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自然灾害总是不可完全避
免的，人们对有些自然灾害还是显得措手不及。可在人们的
共同努力下，人们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人们把水运到干旱地
区，解决了干旱地区的生活用水问题；同时，人们又到洪涝
地区帮忙修建大堤，减小了洪水对人们的伤害，改善了洪涝
地区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灾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掌握求生技能，大家团结
一致，万众同心，就能跨过一道又一的坎儿。所以，让我们
行动起来，为抗震救灾献上自我的一份力，哪怕是一份绵薄
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