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震减灾教育班会 防震减灾班会教案
(优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一

活动目的：经过活动，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必要的防震减灾知
识，在突遇危急情景时能够进行一些有效的举措，从而保护
自我减少伤害。

活动过程：

一、师谈话

二、师讲解地震发生造成的灾害：

1、在城市附近，造成楼房坍塌、燃气泄露、人员伤亡等。

2、在山区已引起山体滑坡，水库垮坝等。

3、在海上引起海啸，风暴潮等。

(一)面临地震，如何做好防震减灾

1、地震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头脑，镇静自若的
态度。假若地震时你正在室内，如离门窗较远，暂时躲避在
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是较安全的。另外，也能够转移到
承重墙较多、开间较小的厨房、卫生间等处暂避。躲过主震
后，应迅速撤到宽敞的户外。撤离时注意保护头部，用枕头、



被子等柔软物品护住头部。

2、假若地震时你正在室外空旷的地方，这是最庆幸的事情。

3、如果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将手或皮包等柔软物品护住头
部，尽可能做好自我防御的准备。并迅速离开变压器、电线
杆和围墙、狭窄巷道等。

(二)发生险情时，如何救助

1、地震中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员，应用手巾、衣服等捂住口鼻，
避免被烟尘呛闷窒息，还应尽可能清除压在身上的各种物品，
朝着有光线的地方移动。无力脱险时，尽量减少气力的消耗，
坚持时间越长，得救的可能越大。此外，外面的人废墟下的
声音不容易听见，所以要等到听到外面有人时再呼救或敲击
墙壁等。

2、营救他人时应先确定伤员的头部位臵，使头部先暴露，迅
速清除口鼻内的尘土，再使胸腹部暴露，不要强拉硬拽。如
有窒息，应及时施以人工呼吸。

四、如何做好家庭防震准备

1、腾空床下、桌下等处，以利藏身。

2、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应放到安全处。

3、清理家中及楼道内的杂物，坚持通道的畅通。

五、让学生交流了解到的防震知识。

六、师小结：地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坚持冷静的头脑，采
取相应的措施，就必须能够战胜灾难。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二

通过学习，让学生对能够了解一些基本常识，结合 “全国防
灾减灾日”开展活动，进一步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帮助
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保
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防灾减灾日”意义。对我国影响较大的几种自然灾害常见
灾害及预防自救、自护常识。

一、导入活动主题：让世界充满爱

在漫长的人生路中，总要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是否
注意到身边的危险。“防险之心不可无”。地震时有发生，
我们是否知道注意安全、注意防震减灾的重要性?恶魔总是来
找无知的人。

今天，通过班会我们将更多的了解一些地震知识，让我们未
雨绸缪，为我们的生命买一份保险，为我们的生命加一把锁。

二、地震知识知多少

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地震基本知识，感受地震给我们带来的巨
大灾难。

各小队相互交流，了解地震的成因。

播放地震成因影片。

学生出示搜集到的有关地震知识。

学生1：地震是指岩石圈在内力作用下突然发生破裂，地球内
能以地震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引起一定范围内地面震动
的现象。



大部分地震的发生与地质结构有关。在地壳中有断层，而且
断层又具有一定活动性的地带，地震最容易发生。

世界上有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
山地震带。

学生2：地震的大小通常用里氏震级来表示。地震释放出来的
能量越大，震级越高。震级每增加1级，能量约增加30倍。通
常，3级以下的地震，人无感觉，成为微震。5级以上地震，
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成为破坏性地震。

学生3：地震是一种危害和影响最大的地质灾害。

三、“防灾减灾日”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
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

设立我国的“防灾减灾日”，一方面是顺应社会各界对我国
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国家设
立“防灾减灾日”，将使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更有针对性，
更加有效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四、了解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自然灾害

地质灾害：种类有：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面下沉、地震。

洪涝及其它灾害：雨涝灾害、洪水灾害、凌汛灾害、地震灾
害。

大风灾害：风力达到足以危害人们的生产活动、经济建设和
日常生活的风，成为大风。危害性大风主要指台风、寒潮大
风、雷暴大风、龙卷风。



热带气旋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受热带气旋严重影响
的国家之一。

冰雹灾害：我国是世界上雹灾较多的国家之一。

海洋灾害：风暴潮、灾害性海浪、海啸、赤潮。

五、常见严重灾害的防护

(一)地震时该怎样办

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大的地震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
右。

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紧紧抓
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
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地震发生后，
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广告牌等掉下
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墙、自动售货
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将门打开，确保
出口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
位，打不开门，曾经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事例。请将
门打开，确保出口。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
之处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
下来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在楼区
时，根据情况，进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地震发生后应当采取哪些自救措施?

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清醒，身体没有
重大创伤，都应该坚定获救的信心，妥善保护好自己，积极
实施自救。

(二)火灾逃生小常识



一般来说，在高层建筑中遭遇火灾时，首先应该防止窒息和
中毒，从消防通道及时逃生。如果火势太大，可以选择卫生
间等地方躲避，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贸然跳楼。
卫生间是个避难所。

如果房间内起火，且门已被火封锁，室内人员不能顺利疏散
时，可另寻其他通道。如通过阳台或走廊转移到相邻未起火
的房间，再利用这个房间的通道疏散。

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因
为卫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用水泼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

如果房间外面起火，且火势较大，可将门缝用毛巾、棉被等
封死，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

如果是晚上听到报警，首先要用手背去接触房门，如果是热
的，门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就会冲进卧室。如果房门不热，
火势可能还不大，通过正常的途径逃离房间是可能的。

如在楼梯间或过道上遇到浓烟时要马上停下来，千万不要试
图从烟火里冲出。

湿毛巾捂嘴匍匐前进。

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嘴和鼻，防止吸入
毒气。

由于着火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时，不要
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气火
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因为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可以用浸湿的棉被、毛毯等遮盖在
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出火场，到达
安全地点。



千万注意，不能乘普通电梯逃生。

高楼起火后容易断电，这时候乘普通电梯就有“卡壳”的可
能，使疏散失效，反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而且人员在电梯
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熏呛而窒息。

迫不得已不要跳楼。

如果多层楼着火，楼梯的烟气火势特别猛烈时，可利用绳索、
消防水带，或者用床单撕成条连接起来，一端紧拴在牢固的
门窗上，再顺着绳索滑下。

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烟火即将
威胁生命时，较低楼层(如二楼)可以选择跳楼逃生。但是一
定要先向地面上抛下棉被、沙发垫子等物品，以增加缓冲，
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双脚首先落
地。

六、地震防护演习。

七、小结。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三

1、使学生了解有关地震的基本知识。

2、使学生掌握避震要点，提高学生的自救、自护能力。

1、学生课外搜集资料了解地震的有关知识。

2、组织学生观看vcd《地震揭秘》、《直面地震》等宣传光盘。

1、教师谈话导入。中国地震局发布的《国家防震减灾规
划(20xx年-20xx年)》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和



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
但20世纪全球大陆35%的7.0以上地震发生在中国;20世纪全球
因地震死亡120万人，中国占59万人，居各国之首。紧邻北川
的四川安县桑枣中学，在“5.12”大地震中全校2200多名学
生、上百名老师成功疏散无一伤亡，这得益于平时的多次演
习;中国救援医学创始人李宗浩哀叹于汶川地震中人们对一些
必备救助常识的缺乏，很多病人因救助方法不当而造成终生
辗转于床榻上的截瘫。这充分说明掌握防震逃生与救助技能
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是多么重要。

2、介绍一下地震常识。

(1)地震是怎么回事?(播放课件)地震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地动，
是通过感觉或仪器察觉到的地面震动。它与风雨电一样，是
一种极为普遍的自然现象，是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
的发生，是由于地壳运动过程中，来自天体的、地球内部的、
外部的、以及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导致地壳不同部位出现
受力不均衡，分别受到挤压、拉伸、旋扭等力的作用，在那
些地应力集中区，比较脆弱的地方，就容易破裂，引起断裂
变动，地震也就随之发生了。

(2)什么叫震源、震中、震源深度? (学生根据搜集的资料汇
报)地震都发生在地壳和上地幔中，我们把地球中发生地震的
地方叫做震源。理论上常常将震源看成一个点，而实际上它
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区域。 震中是震源在地面上的投影。
实际上震中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域，即震中区。 震源
深度是从震源到地面的垂直距离。根据震源深度可以把地震
分为浅源地震、中源地震和深源地震。

(3)地震多发生在什么地方?(播放课件) 地震的发生是受着地
质构造这个条件控制的。因此，地震的分布，多发生在那些
活动构造体系内的活动构造带上，而且主要分布在存在着活
动断层的地方。也就是说，地震的发生主要与活动断层有关。



3、地震时怎样开展自救。(学生汇报，教师整理)震时是跑还
是躲，我国多数专家认为: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撒离到安
全地方，是应急避震较好的办法。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
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旁)、易于形成三角穿间的地方，开间小、
有支撑的地方，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身体应采取的姿势:
伏而待定，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
住桌腿等牢固的物体，保护头部、眼睛、掩住口鼻。避开人
流，不要乱挤乱拥，不要随便点灯火，因为空气中有易燃易
爆气体。地震预警时间短暂，室内避震更具有现实性，而房
屋倒塌后形成的三角穿间，往往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
地点，可称其为避震空间。这主要是指大块倒塌与支撑物构
成的空间。室内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是: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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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记:不要跳楼不要站在窗外不要到阳台上去。

4、演示活动教师演示怎样在室内避震，学生演练室内避震。

5、教师总结。

四、班会结束。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四

2、帮忙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本
事;

3、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活动过程：

一、地震时该怎样办

1、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头



大的地震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
实牢固的桌子下头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
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2、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

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
广告牌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
墙、自动售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3、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
打不开门，以往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事例。请将门打
开，确保出口。

4、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
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在楼区时，
根据情景，进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5、地震发生后应当采取哪些自救措施

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清醒，身体没有
重大创伤，都应当坚定获救的信心，妥善保护好自我，进取
实施自救。a.要尽量用湿毛巾、衣物或其他布料捂住口、鼻和
头部，防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也能够避免建筑物进一步倒
塌造成的伤害。b.尽量活动手、脚，清除脸上的灰土和压在身
上的物件。c.用周围能够挪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方的重物，避
免进一步塌落;扩大活动空间，坚持足够的空气。d.几个人同
时被压埋时，要互相鼓励，共同计划，团结配合，必要时采
取脱险行动。e.寻找和开避通道，设法逃离险境，朝着有光亮
更安全宽敞的地方移动。f.一时无法脱险，要尽量节省气力。



如能找到代用品和水，要计划着节俭使用，尽量延长生存时
间，等待获救。g.保存体力，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围十分
安静，或听到上头(外面)有人活动时，用砖、铁管等物敲打
墙壁，向外界传递消息。当确定不远处的有人时，再呼救。

二、火灾逃生小常识

一般来说，在高层建筑中遭遇火灾时，首先应当防止窒息和
中毒，从消防通道及时逃生。如果火势太大，能够选择卫生
间等地方躲避，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贸然跳楼。

1.卫生间是个避难所

如果房间内起火，且门已被火封锁，室内人员不能顺利疏散
时，可另寻其他通道。如经过阳台或走廊转移到相邻未起火
的房间，再利用这个房间的通道疏散。发生火灾时，实在无
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因为卫生间湿度大，温
度低，可用水泼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

2.如果房间外面起火，且火势较大，可将门缝用毛巾、棉被
等封死，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
如果是晚上听到报警，首先要用手背去接触房门，如果是热
的，门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就会冲进卧室。如果房门不热，
火势可能还不大，经过正常的途径逃离房间是可能的。如在
楼梯间或过道上遇到浓烟时要立刻停下来，千万不要试图从
烟火里冲出。

3.湿毛巾捂嘴匍匐前进

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嘴和鼻，防止吸入
毒气。由于着火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部空间，所以在逃生时，
不要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
气火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因为火灾现场温度很高，能够用浸湿的棉被、毛毯等遮盖在
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出火场，到达
安全地点。

4.千万注意，不能乘普通电梯逃生。

高楼起火后容易断电，这时候乘普通电梯就有“卡壳”的可
能，使疏散失效，反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并且人员在电梯
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熏呛而窒息。

5.迫不得已不要跳楼

如果多层楼着火，楼梯的烟气火势异常猛烈时，可利用绳索、
消防水带，或者用床单撕成条连接起来，一端紧拴在牢固的
门窗上，再顺着绳索滑下。

(3)、其他常见情景自救常识

1、如遇到了火灾，首先坚持5秒钟的镇静，尽快选择一条切
实可行的逃生路线，如经常使用的门、窗、走廊、楼梯、太
平门、安全出口等。在打开门、窗之前，必须先摸摸门、窗
是否发热，如果发热，就不能打开，应选择其它出口。如果
不热，也只能细心地打开少许并迅速经过，然后立即关好。
当你熟悉的通道被烟火封锁后应当先向远离烟火的方向疏散，
尽量避免向楼上疏散。同时，一旦到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
决不要停留在原地，应迅速采取措施，向着火层以下疏散。
当然，最好是能到达地面。

2、如果衣服着火，立即躺下并用手遮住脸部，身体不断滚动
以扑灭火焰——遮住脸部可预防脸部被烧伤，制止热气和烟
雾进入肺部。油锅起火，要迅速关上煤气，并将锅盖平推到
锅上，或将很多生菜倒在火上灭火。

3、电器起火时，要先断电，再用湿棉被、湿衣服把火压灭。



电视机、电脑起火时，要从侧面靠近灭火，以防显像管爆炸
伤人。雷雨天气，太阳能热水器用户切忌洗澡。

4、眼睛被化学物品灼伤后，应把整个面部泡在清水里，连续
做睁眼和闭眼的动作。冲洗后，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5、烫伤后，应在第一时间用冰矿泉水或清水冲伤口10分钟以
上。如烫伤较轻无伤口，可用獾油、烫伤药膏或牙膏涂在患
处。如伤口严重，不可使用烫伤药膏或油剂，不可刺穿水疱。

(4)、异常提示

每个家庭应当准备一个应急包并放在离门口较近的位置。

家庭应急包中的必备品包括：可供3天的不易变坏的食物和水、
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手电筒、多用刀具、卫生纸、雨具、口
哨、地图、绳子、药品和亲友通讯录。

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烟火即将
威胁生命时，较低楼层(如二楼)能够选择跳楼逃生。可是必
须要先向地面上抛下棉被、沙发垫子等物品，以增加缓冲，
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双脚首先落
地。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五

活动目标：经过活动使学生初步了解地震、火山、滑坡和泥
石流灾害的成因分布、危害及防御措施。初步了解地震、各
种灾害之间的关联性。

活动准备：收集有关地震的相关材料；排练节目；课件制作
等。

活动过程：



一、宣布活动资料

同学们，这次日本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及损
失，谁能来说一说你了解到地震的哪些知识？（学生回答）
同学们了解还真不少，这次活动我们一齐来了解地震是怎样
产生的，遇到地震应当如何预防伤害。

二、活动过程

1、各小队相互交流，了解地震的成因。

2、播放地震成因影片。

3、学生出示搜集到的有关地震知识。

学生1：地震是指岩石圈在内力作用下突然发生破裂，地球内
能以地震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引起必须范围内地面震动
的现象。大部分地震的发生与地质结构有关。在地壳中有断
层，并且断层又具有必须活动性的地带，地震最容易发生。
世界上有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喜马拉雅
山地震带。

学生2：地震的大小通常用里氏震级来表示。地震释放出来的
能量越大，震级越高。震级每增加1级，能量约增加30倍。通
常，3级以下的地震，人无感觉，成为微震；5级以上地震，
会造成不一样程度的破坏，成为破坏性地震。

学生3：地震是一种危害和影响的地质灾害。我国是世界上地
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发生过6级以上
地震。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唐山的7.8级大地震，使这个百
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倾刻成为一片废墟.这是20世纪全球破坏
性的一次地震灾害。

学生4：我国川、滇、黔接壤地带，该地带现代地壳活动强烈，



地震濒发，震级高。由于地壳活动强烈，山体中断裂发育，
岩石破碎，风化严重，加上干湿季节分明，暴雨集中。促使
滑坡、泥石流灾害突发。这次日本发生了9.0级的地震，震后
到目前为止，还发生了五次6级以上的余震，以唐山大地震的
破坏性更大。

4、初步了解各种地质灾害的关联性。

各种地质灾害既具有各自构成、发展、致灾的规律，各灾害
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又有必须的关联性。一个地域
内的地质灾害可能有若干种，它们在成因上是有关联的。例
如，在一次灾害发生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原发性的主灾诱发
其他灾害，例如，地震因毁坏生产和生活设施而成灾，同时
造成地裂，并引发火灾，又由于人员伤亡和医疗设施的破坏，
可能会引起疫病曼延等。人类活动及其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
响，能够间接或直接诱发地质灾害。例如，人类对植被的破
坏，使地表径流的水量和速度加大，是泥石流日趋频繁的重
要原因。人类大规模的工程活动，造成滑坡等灾害的事件时
有发生。

5、地质灾害的防御

当今世界，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密集发展，加之人类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和成灾的强
度不断提高。这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

学生5：加强地质灾害的科学研究，建立灾情监测预报系统。

学生6：加强地质灾害的管理，建立健全减灾工作的政策法规
体系。

学生7：实施一些预防措施。例如，提高建筑物的抗震强度；
实施护坡工程，防止滑坡和崩塌。除采取工程措施外，还可
进行植树造林等综合治理措施，如经过恢复地表植被，改善



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以减少泥石流或滑坡的发生频率
和强度。

学生8：进取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
识和减灾意识，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6、地震防护演习。

三、班会小结。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六

1.通过学谚语和顺口溜，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
常表现。

2.幼儿在教师组织引导下演练突发地震有序逃生及自救技能
及躲避伤害本领。

活动准备：

1.有关地震防震图片和vcd。

2.防震科普片和防震科普宣传画。更多相关教案推荐：

1.清明节森林防火安全教育教案

3.消防安全主题班会内容

4.幼儿园中班防溺水安全教案

5.小学六年级消防安全主题班会教案

6.中班消防安全教案



7.防溺水安全教育教案

8.20_年全国爱耳日主题：“防聋治聋，精准服务”

活动过程

1.通过学谚语和顺口溜，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
常表现，培养幼儿观察力和自我保护能意识。

动物反常情形谚语

动物震前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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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天雪地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

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跳。

2.看vcd、科普片及宣传画教师讲解地震时应注意的问题：

1)应准备好食物和必备的物品做应急。

2)个人防护

室内—躲在坚实的家具下

教室—在教师指挥下抱头蹲在个自课桌下，地震停了马上有
秩序撤离，不要拥挤。

室外—远离狭窄街道、高大建筑等。

3.以游戏形势进行简单防震演练。



小结

通过谚语、图片、游戏等方式使幼儿基本掌握地震突发事件
时逃生和自救技能，让幼儿掌握来不及逃离情况下如何躲避
地震伤害的本领，达到教学目的，效果很好。

延伸

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听，或者考一考他们防震知识。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七

一、班会时间:xxxx年xx月xx日

二、班会地点:x(x)班教室

三、参加人员:全班同学及班主任

四、主持人: 班主任和班长

五、班会主题: 防震减灾安全教育

六、活动目的:通过此次活动，使同学们学习了解关于地震的
相关常识，以及在地震来临时，应当如何进行自救，互救，
以及如何进行避震等。

七、主要内容:

1、介绍地震的相关常识和我国地震工作的基本状况;

2、让同学们懂得在地震来临时，如何进行自救，互救，如何
进行避震等。

八、形式:



展示四川地震造成的伤害的图片和资料，组织学生讨论、交
流如何进行避震减灾。进行防震减灾知识竞赛。

一、主持人开场白，宣布主题班会开始。

在漫长的人生路中，总要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是否
注意到身边的危险。“防险之心不可无”。地震时有发生，
我们是否知道注意安全、注意防震减灾的重要性?今天，通过
班会我们将更多的了解一些地震知识，让我们未雨绸缪，为
我们的生命买一份保险，为我们的生命加一把锁，。

二、主持人介绍地震的相关常识和我国地震工作的基本状况。

三、主持人介绍如何避震、震后如何自救

1、国家防震减灾日是( )时候。

2、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地震是( )时候。

a、尧舜时代 b、商周时代 c、秦朝 d、汉朝

3、地震是地球( )物质运动的结果。

a、外部 b、地壳 c、地幔 d、内部

4、在所有自然灾害中，被称为群灾之首的是( )

a、洪灾 b、地震灾害 c、火灾 d、瘟疫

5、地球上天天都有地震发生，而且多到一天就要发生一万多
次，其中能造成破坏的约有一千次。一般情况下，( )以上地
震人才有感觉，称为有感地震。

a、 2.0级 b、3.0级 c、4.0级 d、5.0级



6、我国地震较多的省(区)依次是( )。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八

2、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

3、保证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一、地震时该怎样办

1、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

大的地震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首先，在重心较低、且结
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腿。在没有桌子等
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

2、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

地震发生后，慌慌张张地向外跑，碎玻璃、屋顶上的砖瓦、
广告牌等掉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
墙、自动售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3、将门打开，确保出口

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屋等，由于地震的晃动会造成门窗错位，
打不开门，曾经发生有人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事例。请将门打
开，确保出口。

4、户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
砸伤人。要注意用手或手提包等物保护好头部。在楼区时，
根据情况，进入建筑物中躲避比较安全。



5、地震发生后应当采取哪些自救措施?

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清醒，身体没有
重大创伤，都应该坚定获救的信心，妥善保护好自己，积极
实施自救。

a.要尽量用湿毛巾、衣物或其他布料捂住口、鼻和头部，防
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也可以避免建筑物进一步倒塌造成的
伤害。

b.尽量活动手、脚，清除脸上的灰土和压在身上的物件。

c.用周围可以挪动的物品支撑身体上方的重物，避免进一步
塌落;扩大活动空间，保持足够的空气。

d.几个人同时被压埋时，要互相鼓励，共同计划，团结配合，
必要时采取脱险行动。

e.寻找和开避通道，设法逃离险境，朝着有光亮更安全宽敞
的地方移动。

f.一时无法脱险，要尽量节省气力。如能找到代用品和水，要
计划着节约使用，尽量延长生存时间，等待获救。

g.保存体力，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围十分安静，或听到
上面(外面)有人活动时，用砖、铁管等物敲打墙壁，向外界
传递消息。当确定不远处的有人时，再呼救。

二、火灾逃生小常识

一般来说，在高层建筑中遭遇火灾时，首先应该防止窒息和
中毒，从消防通道及时逃生。如果火势太大，可以选择卫生
间等地方躲避，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贸然跳楼。



1.卫生间是个避难所

如果房间内起火，且门已被火封锁，室内人员不能顺利疏散
时，可另寻其他通道。如通过阳台或走廊转移到相邻未起火
的房间，再利用这个房间的通道疏散。发生火灾时，实在无
路可逃时，可利用卫生间进行避难。因为卫生间湿度大，温
度低，可用水泼在门上、地上进行降温。

2.如果房间外面起火，且火势较大，可将门缝用毛巾、棉被
等封死，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
如果是晚上听到报警，首先要用手背去接触房门，如果是热
的，门不能打开，否则烟和火就会冲进卧室。如果房门不热，
火势可能还不大，通过正常的途径逃离房间是可能的。如在
楼梯间或过道上遇到浓烟时要马上停下来，千万不要试图从
烟火里冲出。

3.湿毛巾捂嘴匍匐前进

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帕捂住嘴和鼻，防止吸入
毒气。由于着火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时，
不要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
气火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因为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可以用浸湿的棉被、毛毯等遮盖在
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出火场，到达
安全地点。

4.千万注意，不能乘普通电梯逃生。

高楼起火后容易断电，这时候乘普通电梯就有“卡壳”的可
能，使疏散失效，反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而且人员在电梯
里随时会被浓烟毒气熏呛而窒息。

5.迫不得已不要跳楼



如果多层楼着火，楼梯的烟气火势特别猛烈时，可利用绳索、
消防水带，或者用床单撕成条连接起来，一端紧拴在牢固的
门窗上，再顺着绳索滑下。

(3)、其他常见情况自救常识

1、如遇到了火灾，首先保持5秒钟的镇静，尽快选择一条切
实可行的逃生路线，如经常使用的门、窗、走廊、楼梯、太
平门、安全出口等。在打开门、窗之前，必须先摸摸门、窗
是否发热，如果发热，就不能打开，应选择其它出口。如果
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少许并迅速通过，然后立即关好。
当你熟悉的通道被烟火封锁后应该先向远离烟火的方向疏散，
尽量避免向楼上疏散。同时，一旦到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
决不要停留在原地，应迅速采取措施，向着火层以下疏散。
当然，最好是能到达地面。

2、如果衣服着火，立即躺下并用手遮住脸部，身体不断滚动
以扑灭火焰——遮住脸部可预防脸部被烧伤，制止热气和烟
雾进入肺部。油锅起火，要迅速关上煤气，并将锅盖平推到
锅上，或将大量生菜倒在火上灭火。

3、电器起火时，要先断电，再用湿棉被、湿衣服把火压灭。
电视机、电脑起火时，要从侧面靠近灭火，以防显像管爆炸
伤人。雷雨天气，太阳能热水器用户切忌洗澡。

4、眼睛被化学物品灼伤后，应把整个面部泡在清水里，连续
做睁眼和闭眼的动作。冲洗后，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5、烫伤后，应在第一时间用冰矿泉水或清水冲伤口10分钟以
上。如烫伤较轻无伤口，可用獾油、烫伤药膏或牙膏涂在患
处。如伤口严重，不可使用烫伤药膏或油剂，不可刺穿水疱。

(4)、特别提示



每个家庭应当准备一个应急包并放在离门口较近的位置。

家庭应急包中的必备品包括：可供3天的不易变坏的食物和水、
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手电筒、多用刀具、卫生纸、雨具、口
哨、地图、绳子、药品和亲友通讯录。

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又十分紧迫，烟火即将
威胁生命时，较低楼层(如二楼)可以选择跳楼逃生。但是一
定要先向地面上抛下棉被、沙发垫子等物品，以增加缓冲，
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双脚首先落
地。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九

1、了解有关地震的基本知识。

2、掌握避震要点，提高自救、自护能力。

3、消出地震恐慌，知道地震不可怕，培养学生只要团结，就
会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

一、宣布班会开始:

同学们大家好！谁都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地震灾害属于自然灾害，它是世界上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和
人员伤亡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地震一个悲痛的话题！2008
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地震，并
且还引发了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这次
大地震共造成人员死亡和失踪近八万人，伤几十万，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其破坏
之严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2011
年3月10日云南盈江县发生了5.8级地震，最近日本也发生
了8.8级大地震。可以说地震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今天的班会
我们来全面地了解地震有关知识，做好防震安全教育，并进



行一次地震逃身演练。

1、提问:你是否听到过地震的消息？讲给大家听一听。

2、谈话:关于地震，你想知道哪些问题？

二、地震知识讲解（多媒体出示图片）

（1）地震发生时，大的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我们要先
考虑人身安全，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头部。

（2）、在家里地震时可暂躲在牢固的床、桌子等坚固的家俱
下，或躲在楼房卫生间等小空间房内。随手用物件护头以免
砸伤或被泥沙烟尘呛住。

（3）、父母如果正在用火用电时，要立即灭火和断电，防止
烫伤、触电和发生火情。

（4）、住在高层楼房里时，不要向阳台跑，尤其不可跳楼。

（5）、正在上课时，学生应躲在课桌和小床下，不要乱跑和
擅自离开学校。

（6）、在街道上的行人，不要躲避在电线变压器、烟囱及高
大建筑物附近。

三、地震发生后，我们应该怎做呢？

当你感到地面或建筑物晃动时，切记最大的危害是来自掉下
来的碎片，此刻，要动作机灵的躲避。

1、在房屋里，则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如躲到书桌、床底下。
在家里，可选择空间小的卫生间、墙角，依靠上下水管道的
支撑，减少伤亡。一般来说，不要跑出建筑物，最好就近找
个安全处躲避，待地震后，如果需要疏散，再沉着离开。



3、地震时，如已被砸伤或埋在塌物下面，应先观察周围环境，
寻找通道，千方百计想办法出去。若无通道，则要保存体力，
不要大喊大叫，要静听外面的动静，如听到有人走过的声音，
可敲击铁管或墙避使声音传出去，以便救援。

四、听歌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地震，地震不可怕，相信只要团结，就会
战胜一切困难。

五、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避震自救演练。

教师哨响发出地震警报，学生迅速躲藏在桌子下面；后教师
哨响表示强烈晃动结束，学生有秩序地按学校规定路线快速
撤出教室。

六、教师总结:

这次班会，我们知道了很多知识，如何及时的进行自救，并
进行了一次逃身演练，全体学生撤离教室用时近2分钟，比较
成功。总之，地震时我们要保持冷静，震后走到户外，避震
位置十分重要。同时要相信地震不可怕，只要团结，就会战
胜一切困难。

防震减灾教育班会篇十

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防灾减灾知识。

2、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懂得珍惜生命。活动内容：常见灾害及预防自救、自护
常识。

一、导入：



1、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我们每天早上上学去的
时候，家里人都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交待安全的话）为什
么每天都说同样的话呢？一个人的生命是伟大的，他可以有
无数的发明创造，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同时我们的生命
又是脆弱的，危险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要树立
安全意识，了解一些安全知识，学会自我保护，懂得珍爱自
己的生命。

2、板书班会主题：防灾减灾安全教育

3、学生齐读并理解班会主题。

二、师生互动活动：

（１）、师生共同回顾学校六条禁令。（学生自由发言，教
师做相应的补充与强调）

（２）、分组讨论：

1、在家里和学校里，我们小朋友可以在哪些地方玩耍，不可
以在哪些地方玩耍？（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强调：严禁下河、
池、塘、渠洗冷水澡或玩耍。）

（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引导学生注意：

1、刮大风时不逗留在房檐下、大树下、危房边。

2、打雷闪电时不站在大树下，电线下。

3、洪水中的自救。暴雨来临时，如果我们家处在地势低洼地
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用红砖砌围墙、大
门口放置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如果我们家住在底层则
应将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等移到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地方。
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



当受到洪水威胁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应按照预定路线，
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安全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
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
床等适合飘浮的物品，作水上转移。如果洪水来得太快，已
经来不及转移了，我们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
高墙，作暂停避险。但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更不能攀爬带电
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利用各种
渠道向外界求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
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在校园内有哪些危险的游戏不能玩？（教师根据学生发言
强调：不打架、不在校园内奔跑、不玩危险的玩具等。）

4、你知道哪些交通安全知识？（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强调：要
遵守交通规则，不在马路上追赶、玩耍，要走人行道）

（3）集体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安全知识，学会保护自己。

三、学生做好相应的笔记。四、小结。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我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相应掌握一些安全知识和
制度，懂得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