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办心得体会 应急比赛心得体会(优
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一

在参加应急比赛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我对比赛
规则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知道了比赛的时间、场地和要求。
其次，我通过阅读资料和参加培训，提高了自己的应急救援
技能。此外，我还准备了必要的装备和工具，以应对各种突
发情况。

第二段：比赛中的紧张与挑战

比赛开始后，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比赛现场，各
种紧急情况频繁发生，需要我们迅速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
救援行动。与此同时，还要与队友紧密配合，以确保任务的
顺利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压力的同时，也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第三段：团队合作与沟通的重要性

在应急比赛中，团队合作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只有团队的合作和协作才能够提高效率，更好
地应对突发情况。在比赛中，我和队友之间的沟通起到了关
键的作用。通过密切配合，我们不仅能够迅速完成任务，还
能够发现和解决问题。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深深地烙印在我的
心中。



第四段：反思与改进

比赛结束后，我仔细回顾了比赛的过程并进行了反思。我发
现自己在应对紧急情况时有些迟疑和犹豫，这导致了任务完
成时间的延迟。我意识到我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应急反应
能力，培养自己在紧张情况下的机智和果断。为了弥补这一
不足，我决定加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参加更多的培
训和实践。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通过参加应急比赛，我深刻体会到了应急救援的重要性和团
队合作的力量。在以后的学习和实践中，我将更加注重培养
自己的应急反应能力，提高自己的团队合作技巧和沟通能力。
我相信，只要坚持努力，不断学习和改进，我一定能在应急
救援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

总结：

通过参加应急比赛，我对自己的能力进行了全面的检验。我
在比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比赛中遇到了紧张和挑战，发现
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在比赛后进行了反思和改进。通过
这次经历，我意识到应急救援是一项需要全面准备和团队合
作的任务，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会继续努力提高
自己的应急救援能力，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二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在救人的黄金时间里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应急急
救培训。

培训课上林老师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些图片并播放了一些灾
难视频，看着图片和视频里人们痛苦的表情和亲朋好友悲伤



的泪水，我深刻的意识到了救助他人的重要性，同时也了解
了急救的必要性。接下来林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心肺复苏术的
原理和在具体操作中的注意事项，还精炼的提出了“安叫
叫cab”的口诀，对我们的记忆和理解起了很大的帮助。

随后我们来到假人面前，按照刚刚学习到的知识进行了实际
的操作。练习的同学们聚精会神，争分夺秒，仿佛来到了急
救的现场；观看学习的同学们则目不转睛的看，心理默默地
记。相信这样的实操能对大家的学习起到很好的作用，在需
要我们的时候能拿得出、救得活。

下午的课程则是四个要点：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四个
要点循序渐进，相辅相成。陈老师也如同上午的课程一样，
从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这四个要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接下
来讲解了四个步骤的原理和注意事项。同学们则分组进行了
练习，你来我往，大家也练习的非常认真。

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再完成今天的学习后我们还进行
了一次急救考试。考试分为两个部分进行，首先是心肺复苏
术的考核，然后是包扎的考核。考试虽然严格，但是所有的
同学都顺利过关，为今天的培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通过今天的学习培训，我们深刻意识到了急救知识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同时也掌握了必要的急救技能。当然我们希望在
以后的生活工作中永远不要用到这些技能，但在危难来临时
我们也能应对自如，这就是今天学习的意义吧。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100字）

应急法是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的基础法律，于2007
年5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的出台是为了加强国家应急管
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



灾害的能力。通过学习和了解应急法，我深感其重要性与必
要性，同时也对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措施和政策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二段：灾害防范与减轻灾害损失（250字）

应急法明确了国家、地方和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对于灾害防
范和减轻灾害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它规定了灾害防范的全
过程，包括预防、监测、预警、救援、恢复等各个环节，确
保了灾害应对的全面性和连贯性。应急法还要求各级政府建
立健全应急救援队伍，提高应急救援能力。此外，应急法还
对灾害评估和灾害损失补偿作出了详细规定，使得灾后重建
更加有序和公正。通过学习应急法，我更加了解到，防灾减
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

第三段：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机制（250字）

应急法还重视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机制。它要求各级应急
管理部门加强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合作，形成社会共治的态
势。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法要求政府主动与社会
组织进行联系，共同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对社会的损
害。我认为，这一条款的出台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政府和社
会组织形成密切合作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和重
大灾害，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利益。

第四段：知识宣传与公众教育（250字）

应急法还强调了知识宣传与公众教育的重要性。它要求各级
政府加强对公众的灾害防范知识宣传，提高公众的应急意识。
应急法还规定了对灾害事故的信息要向社会及时发布。通过
信息公开和公众教育，可以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减少
灾害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应急法也明确了公众在突发事
件中的责任与义务，通过对公众的教育和引导，培养他们自



觉参与应急救援的习惯与能力。

第五段：法律保障与改进完善（250字）

应急法不仅为灾害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还要求各级政府对
灾害防范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反应急法的行为进行法
律追责。应急法还规定了对救援人员和遇难者家属的救助与
保护措施，为他们提供了合法权益的保护。我认为，应急法
的出台和实施，为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律依据，但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应急法应该更
加注重制度建设和技术支撑，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细
化，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利益。

结尾（100字）：

通过学习和了解《应急法》，我深感灾害防范和应急救援的
重要性。应急法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应急管理措施，为我国
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指导。同时，我
也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灾害管理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希望应急法能够继续改进和完善，为我国的灾害防治工作提
供更好的法律支持。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部分，熟悉演练计划和应急知识培训；第二部分，紧急
集合；第三部分，现场救助；第四部分，现场灭火。

首先由项目经理把演练计划对大家做以说明，然后专职hse协
调员就灭火器的使用、呼吸器的正确佩戴和使用步骤做了详
细讲解，之后进行了应急知识培训。

随着三声急促的长哨音发出的紧急集合信号，营地所有人员
在听到警报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到紧急集合点集合，以宿舍
为单位各自清点人数，并组织撤离。



现场救助要求演练模拟施工现场人员受伤情形，我现场救助
人员在接到求救的通知后，在第一时间内赶到施工现场进行
救助，并组织人员用担架抬伤者上应急车。

经过这次演练，验证了火灾应急预案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普
及了消防知识和火灾逃生常识，熟悉了火灾应急启动和处置
的程序，加强了对火灾防范和应急支持的本事。

经过演练，使大家更加明确，一旦发生火情，每个人应当做
什么；如何正确报警；如何正确扑救；如何疏散人群；如何
自救和逃生。使大家认识到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
在遇到火灾等突发情景后，根据平时掌握的逃生路线及时撤
离至集合点是减少人员伤亡和火灾应急处置的最关键环节，
在今后紧急集合演练还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五

在现代社会，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
急局就是维护公众安全的重要部门之一。作为从业人员，我
们对于应急局的工作经验，应该进行总结，体会其中的重要
知识和技能，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应急能力和协调能力具有重
要意义。下面，我将分享我对应急局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应急局的工作意识中，最基本的是要有危险意识，只有意识
到危险的存在，才能随时预警，并做好应对措施。在应急事
件的处理中，如果没有及时认识到危险的性质和形势，就会
面临错误决策的风险。在我的工作中，经常会发现一些不安
全因素，如机器设备存在风险、人员意外、环境气质变化等。
我们应该把不安全的因素尽量减少，以期降低伤害的风险，
因此，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段：迅速反应并及时报告



面对突发事件，要有快速反应的能力。没时间犹豫，必须采
取迅速的措施，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对于发现的异常
情况，必须及时报告给相关领导或者专业组织，以及时解决
问题。我们要清楚地理解事故的性质和规模，并能做出适当
的处理决策，如灭火、疏散、停工等。在应急事件的处理中，
做好快速反应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段：协同和合作

应急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单纯的个人责任，需要全体工作人员、
相关部门之间互相协作和配合，才能进行契合顺利的应急工
作。团队合作和协调沟通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团队中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岗位和技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协助他人完
成工作。只有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应急工作顺利推进。我们
应该稳固自己的岗位，并为服务他人忍受牺牲，协助相关部
门协同工作。

第四段：知识和技能

在应急局的岗位中，知识和技能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注重学
习和培训。通过阅读、学习相关制度和技术资料，我们可以
了解更多的有关内容，并学习更好地处理应急事件。另外，
锻炼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也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应急事件中，
要具备一定的操作和技能，例如简单的灭火、急救等。因此，
我们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应急能力和实践经验。

第五段：总结经验教训

在应急事件的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经验教
训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更包括错误和失败的经验。通过总
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以更好地理解规律和方法注重实践，
避免把相同的错误再犯下去。只有深刻总结，才能实现提高
应急工作的能力，帮助管理输出问题和提高应急响应质量。



以上是我对应急局工作的体会体会，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快
速反应并及时报告、协同和合作技能和知识、总结经验教训，
是我们在这个交互体系中要学习的基本素质。希望我们每一
个从业人员，都能在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
的职业素养和应对能力，为保障公众安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应急办心得体会篇六

面对生死考验，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面对复杂灾情，他们枕戈待旦、严防死守。

面对风险隐患，他们坚守一线、防微杜渐。

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新时代应急管理队伍以知重负
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
前，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英勇奋斗。

“生命至上，必须尽最大努力进行救援”

“砰……砰砰……”2016年4月22日，江苏靖江德桥仓储有限
公司发生爆炸。2000平方米过火面积，200摄氏度高温，物料
还在不断泄漏，必须人工关阀才能彻底打压火势!

危急关头，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京市支队方家营中队中队
长助理丁良浩和突击队员主动请缨，在齐腰深的废水和泡沫
液中关阀断料。

“当时总共有3个阀门，都被水淹没，每个都花了20分钟左右
寻找。泡在水里浑身刺痛，火辣辣的。第三个阀门最危险，
旁边就是流淌火，稍有不慎可能就被火包围。”丁良浩归队
时，才发现头盔和隔热服已被烤焦。这样的生死硬仗、逆行
而上，丁良浩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与肆虐火魔交锋、与残
酷死神对抗，丁良浩战斗在前线的坚毅背影，不惧不悔。



“阳光女孩”马小凤、“可乐男孩”薛枭、被埋164小时的老
人李明翠……这些对2008年汶川地震幸存者的救援，都与应
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培训部副主任王念法有关。
加入救援队伍以来，王念法先后参与国内外重特大地震救
援16次，和队友救出幸存者60余人。

是什么支撑他无惧生死、日夜奔袭?“生命至上，必须尽最大
努力进行救援。这个职业没有奉献精神是干不成事的，只要
党和国家需要，我就会义无反顾冲到最前线。”让更多的人
有安全感，这是王念法的初心使命。

2015年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第一支抵达
尼泊尔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王念法和队友们在废墟瓦砾中匍
匐掘进，经过34小时的营救，让受困者转危为安。“成千围
观的百姓欢呼‘谢谢中国’，我们让当地老百姓充分感受到
中国大爱、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一幕让王念法永生难
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