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震演讲心得体会 雅安地震演讲
稿(大全7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
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一

4月20日又是一个灰暗的一天。在这天，在四川雅安发生了里
氏7。0级的大地震，把无数本应该在阳光下鲜活的生命永远
地带入黑暗世界。

灾难超越了地域与时空，灾难是我们共同的伤痛，在无法抗
拒的大自然面前，只有爱才是我们得以永恒的力量，只有爱
才是我们共同抗衡自然灾难的伟大力量!

在这重压之下，将检验我们炎黄子孙的坚强风骨;在危难之时，
将显示我们华夏民族血浓于水的亲密团结。“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我们应该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关注灾情，表达
爱心。为此，作为中华学子的我们倡议：积极为灾区群众，
伸出热情的双手，献出我们的爱心，众人拾柴火焰高，能力
不分大小，捐赠不分多少，善举不分先后，再小的力量也是
一种支持。

为抗震救灾，帮助灾区同胞重建家园助力。我们坚信“地震
无情，人有情”。为灾区送去来自我们的问候，和力所能及
的经济捐助。雅安震定，华夏同心。让世界看到坚强的中国!
团结的中国!

在灾难面前，让我们一起携手为我们的同胞们贡献出自己微
博的力量吧!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二

上午好!

我是来自湘雅三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从小到大，我一直过
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从没有经历过大灾难。这次汶川的8级
地震，震垮了四川灾区的设施，摧毁了四川灾民的家园，也
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回想起在彭州灾区的十几个日日
夜夜，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在那里，我目睹了灾难的残酷，
我亲历了生命的脆弱。然而，最让我自豪和感动的是，我履
行了一个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我见证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
南丁格尔曾说，我们要“终身纯洁，忠贞职守……谋求病人
之福利。”作为一名护士，我们更要对生命的脆弱保持悲悯
和同情，对生命的尊严保持敬畏和景仰。

那是5月14日晚，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我作为湖南省抗震救
灾第三医疗队中的一员乘专机抵达成都，随后赶到重灾区彭
州市。晚上12点我们被安排到彭州市人民医院。当时一派紧
张繁忙景象，到处挤满了救护车、帐篷和志愿者。稍作安顿，
领队便带着我们简要了解了伤病员的情况，连夜查看了病人。
回到宿营地已是凌晨三点多，本站为您提供大量免费范文!此
时恰逢送来一位脑外伤病人，我们神经外科的医生和护士都
顾不上休息，赶紧为伤员施行了第一台手术。

15日清晨，领队安排我们部分队员到病房查房、手术，另一
部分在门诊楼前搭起了简易接诊台。此时的伤员很多，我们
全体队员全部进入“野战医院”的警备状态。救护车呼啸鸣
笛声接踵而至，救护车一来，我们就飞速迎上去，对有的伤
病员就地清创、缝合、打石膏，有的重病人收到病房。后来
我才知道，在我们湖南医疗队到彭州之前，所有的伤员都被
转到成都市去了。我们到了之后，伤员就可以就地医治。

彭州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在地震当天已经停止使用了，其外走
道墙上和走廊上有条10厘米的裂缝从七楼一直到延伸到一楼。



伤病员越来越多，临时手术室越来越挤，我们想重新清理医
院的手术室，为病人及时手术，手术室设在七楼，进去后一
看，里面的空调倒在地上，消毒机斜挂在墙上，手术床和器
械被震得东倒西歪。虽然是这样简陋的手术室，可对于那些
重症伤病员来说，这里就是通往痊愈的向生之门啊。我们赶
紧把手术室仔细清理好，准备手术。

在这里，我们给一位双侧股骨骨折的84岁老奶奶施行手术，
当时她的血色素只有4克，而正常人一般在10克以上。为了手
术安全，我们的骨科医生打破常规先做左侧股骨手术，再做
右侧，一边输血一边手术。手术进行到一半，突然，手术台
晃动起来，器械发出尖锐的碰撞声，窗户在摇晃，地面在颤
抖，每个人头上都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
余震来了。余震来了，我们的病人怎么办?台上的护士马瑛和
陈阳赶紧协助医生保护好手术创面，作好随时带病人撤离的
准备。幸好，余震很快过去，手术继续进行。7个小时之后，
老奶奶被安全送出手术室，我们成功了。

余震每天都在发生。看着墙上一道道裂缝，说心里话，我们
也害怕，如果余震一来，房子倒塌的话，我们肯定是跑不出
去的。我们没想到，平时最塌实的土地此刻都变得不可靠了。
即使最疲惫的时候，大家也不敢脱衣服，我们都把证件放在
护士长一个人身上，随时准备疏散。到了后来，大家反而对
余震习惯了，每天好象盼着余震快来，只要来过了，心里反
而安稳了。

在接诊台，我们碰到一个孩子，他叫张鹏，来自彭州市郊的
小鱼洞村。地震后他被埋了几天，是自己从废墟里慢慢爬出
来，爬了一天一夜，碰到志愿者才被送到我们这里来。见到
他时，他的双手肿胀，指甲磨掉了，血肉模糊，连矿泉水瓶
子都拿不起，身上的衣服也破了，浑身有股浓烈的异味。最
让人揪心的是，他始终呆呆的，一双空洞无助的眼神盯着帐
篷顶，一言不发。我们为他治疗换药，问他“吃了没?”他
说“吃了”，问他“吃饱了么?”他说“没”，我们赶紧拿来



米粥喂他，给他买来苹果和黄瓜。我们问他要换衣服吗?他
说“我有。”我们这才发现，他爬出来时始终背着一个书包，
书包里放了衣服，还有一些书。他上初中二年级，是一个爱
学习的好孩子。我们不敢去问他的家人，后来我们巡诊到小
鱼洞村，试图打听他家人的情况，可是那里一片废墟，根本
打听不到。可怜的孩子啊，也许你的亲人已经不在了，也许
你在泥泞的路上承受了太多坎坷。可是，你从劫难中活过来
了，请你笑一笑吧，请你哭一哭吧，我们有勇气活下来，难
道我们还没有勇气笑么?没有勇气哭么?坚强的孩子啊，我们
以后还要买更多的书，学更多的知识呀。

5月26日，按照上级统一安排，我们护送部分四川的伤病员回
到了湖南。我们都是幸运的，最终都平安的活着，可是更多
的遇难者是不幸的，那些长埋于地下的几万人是不幸的，他
们也许刚为人父为人母，也许他们懵懂的眼睛还没有读懂人
世的精彩，也许他们还没有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可是无情的
灾难去让他们用了这样一种沉重的方式向精彩的世界挥手。

愿天佑中华，愿生民不死。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前行。愿那
些惊恐万状的心灵得到抚慰，愿那些纯洁善良的人们不再伤
痛。生命需要温暖，每一分钟都是一个世纪，每一次仰望都
将成为永恒。请允许我以一名护士的名义，向生命致敬。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三

xxxx年8月以来，我国的西南地区，发上了令人震惊的旱情，
已经导致数千万同胞饮水困难，粮食作物基本绝收，老百姓
的生产、生活承受巨大损失并面临生存危机。其中云南的旱
情最为严峻，预计全省因旱灾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20亿元
以上，800多万人饮水困难。

就在云南旱情的危急关头，时针转动到xxxx年4月14日7时49
分，一场7。1级强烈xx，再次撕裂中华大地。青海玉树，一个
美丽的江河之乡，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保存着中



国最美最纯最宝贵的风景和记忆。地震的恶魔，在几十秒内，
将玉树县的民房几乎全部摧毁。发生在xxxx年的这场地震，
将地处青藏高原东端的美丽县城顷刻间夷为平地。截至现在，
地震已造成2064人遇难，失踪175人，受伤12135人，其中重
伤1434人。

灾难无情，人有情，用爱心化解伤痛！用祝福祈祷平安！为
灾民同胞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是我们的荣幸和责任！为
此，学校党支部，工会、团委迅速行动起来，各班主任积极
开展主题班会，募集善款，老师和同学们向灾区人民伸出了
援助之手。今天我们全校集中，举行为玉树地震灾区和云南
干旱灾区的同胞献出我们的爱心，为他们送去温暖、送去光
明、送去希望，让涓涓细流汇集成爱的汪洋大海，受灾同胞
们尽快绝处逢生，让干涸的彩云之南尽快重新焕发生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灾区群
众奉献爱心，凝聚人道力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中华民
族乐善好施的博大情怀。

老师们，同学们，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募捐活动，请各主
任和班长代表我们大家的爱心依序上台捐款。同学们，我们
掌声感谢他们的善举。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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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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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4月14日7时49分，我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
（北纬33.1度，东经96.7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33公
里。截止15日 16时，地震已造成760人死亡，11400余人受伤，
1.5万户民房倒塌，有10万户灾民需要转移安置。这场地震给
灾区的群众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灾害突如其来，震撼
着每个人的心灵，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今年的西南旱灾之后，
面临又一场严峻的考验！

中华民族素有扶危济困、行善积德的传统美德。玉树灾区人
民的痛苦和面临的巨大困难，深深牵动着我们的心。看着受
灾现场的残垣断壁，看着被埋生命在废墟中挣扎，看着数10
万灾区人民缺衣少药，我们心中都涌起无限悲情。

天灾无情人有情。为做好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学校已经
组织我们捐款捐物。在此，我也希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通
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踊跃捐款捐物，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帮助
灾区群众渡过难关，早日赢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一衣一物皆
心意，一元一分总关情。

“伸出双手，奉献爱心”，以捐款方式为灾区困难群众提供
关怀和援助，为灾区重建贡献我们的力量。您所捐助的每一
分钱都饱含着无价的爱心，都将化成一缕缕阳光，汇成一条
爱的河流，给灾难中的人们以无限的力量！

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就是一座爱的堤坝；我们的手牵在一起，
就是一座情的长城。因为您的援助，受灾群众将感受更多温
暖，失屋者将得到更安全的庇护，灾区学生将得以重返校园，
灾区重建将得到更多保障。

那一颗颗期待帮助的心会永远记住你们！灾区的群众会永远
记住你们！历史会永远记住你们！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六

大家好!今天是5月12日。20__年5月12日，我们永远记得这个
日子，汶川发生了大地震，房屋倒了，亲人没了，家园瞬间
成了废墟。那一幕幕都揪痛了我们的心。同学们，为了引起
我们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增强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普
及防灾减灾的知识，增强综合减灾的能力，国务院批准，
自20__年起，把每年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近年来安全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我们的安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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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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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同学都应当视生命
为最宝贵的东西，时时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注意课间安全：上下楼梯要有序，慢行、礼让，要养成上
下楼梯靠右行走的良好习惯。

2、注意运动安全：运动前要作好准备活动，运动过程中切不
可做危险的动作，还要注意不要剧烈碰撞，以免撞伤或摔伤。

3、注意放假、返校时的交通安全：放假后应该及时回家，有
特殊事情未能及时到家的，应及时告知父母自己的去向;放假
时在学勉大桥及大道上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的面包车;返校及
平时严禁乘坐超载车辆。

4、注意食品卫生安全：不吃不洁净的食物，讲究卫生;养成
卫生好习惯，不到无证摊贩购买不洁零食和其他来路不明的
食物;校园内要绝对禁止外卖事件的发生，学校一直三令五申
禁止外卖进校园，但我们的部分同学仍不顾校纪校规，不顾
饮食安全，偷偷摸摸联系外卖，这情况学校将一直严查，希
望大家能引以为戒。

5、注意财物安全：在校期间的财物一定要保管好，尽管学校



不断提醒，但总还是有财物失窃的现象，我们不能阻止某些
劣质行为的发生，但我们可从保管好自己贵重物品这个源头
杜绝失窃。

6、注意交往安全：同学之间开玩笑应该把握好度，无意碰撞
到别人了大家应该懂得谦让，校园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平安的
最原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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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演讲心得体会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防灾减灾，警钟长鸣。经
国务院批准，自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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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个“防灾减灾日”。在这次活
动中我们全体同学的责任就是：学习、宣传减灾防灾知识。

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
大地震，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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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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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



我国自然灾害损失不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有发
生，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
剧。作为有知识的青少年，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习“防灾减
灾”知识，做好宣传预防工作。

第一，请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应急疏散演练，熟悉自
己的疏散路径，养成处变不惊的优良心理素质。

第二，请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注意安全，防止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伤害。这里所说
的安全，涉及交通安全、水火安全、楼道安全、刀具安全、
交往安全、生活安全、心理安全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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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知识，
树立责任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