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售会计个人总结(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防震心得体会篇一

一声巨响，所有的教学楼瞬时垮塌。美丽的校园变成了废墟。
在这猝然降临的巨大自然灾害面前，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就是
逃生。只有逃，才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所以，今天，全校
师生一起举行了一次“地震演练”。

下午第三节课，班主任先说了说“逃生”的几个步骤：先抱
头钻到课桌下面，然后等上10秒钟后再迅速跑出教室。别看
着步骤挺简单，可实际练起来，你会发现一系列的“小问
题”，比如：钻到课桌下面时，凳子碰着头。跑出教室时同
学们太挤等。这一些“小问题”我们练了好几遍才克服了。

终于正式开始了。楼下哨一响，全班同学先飞快地钻进课桌
底下，等了10秒钟后，同学们又一窝蜂似地迅速往楼下跑。
在楼道里，还有些“逃生”的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挡着我
们的路了，同学们十分着急，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了：“快
点儿！快点儿我快没命了，楼快塌了……”“快点儿！我快
被砸死了……”同学们完全进入了角色，心中只想着自己逃
生。同学们们猛冲下去，终于平安的到达了楼下。

在那个下楼的过程中，我心里除了紧张还有害怕。通过这次
演练我终于体会到了当“5·12大地震”来临时，所有当事人
的复杂的心情。当我到达楼下的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成就
感，因为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逃生”一个当地震发生前所有人心里唯一的念头。只有用
自己最大的力量猛冲下去，才会救得生存的希望。



防震心得体会篇二

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我校在xx月xx日下午进行了地震
演练，通过实践演练，增强了师生的应急疏散的经验和能力。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我校成立领导小组，部署演练
工作。会上，学校领导要求全体成员首先从思想上要引起重
视，增强防震、消防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其次对
这次演练的具体操作程序、疏散要求与注意事项作了一一讲
解。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一定
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
利进行。

根据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拟定了“平明中心小学地震演练活
动方案”。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认真研讨，对演练
方案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使演练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程序、路线等
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并教育学生，听到校长宣布险情发生后，
全校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
散，不能再收拾物品;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
得喧哗、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
离危险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
完成各自的任务。

5月12日下午，班主任和疏散指挥员各就各位。值周校长通过
广播下达命令，各班班主任立即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离。
到达目的地，各班马上清点人数，向校长汇报。最后对此次
演练活动进行简要总结，并宣布演练活动结束，请各班有秩
序地回到教室，并要求班主任就本班参加这次演练活动立即
进行分析、小结。

这次活动全校共有1900多名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
场只用了3分钟。演练按预案进行，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激



烈，又有条不紊。通过这次演练活动，大大增强了全体师生
的安全知识，大大提高了师生逃生、自救、自护意识，提高
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
目标。今天，我们学校举行了地震演习。当听到一声巨大的
怪吼是，同学们都不顾一切的向桌子下钻去，随后，就听到
了房屋倒塌，瓦砾追掉的声音，让人感觉就像真的地震来了。
这是第二遍怪吼响起，同学们一窝蜂的涌向楼梯口，尽管紧
急疏散老师说：“不要拥挤，注意秩序!”可同学们却不理睬，
把疏散老师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仍旧没命的向下跑去。

地震演习结束了，可同学们学到了地震来临时的自救方法。

我希望，如果有一天，地震来了，同学们能利用地震演习时
学的自救方法来帮助自己逃生;也希望赋予我们只是的老师们，
也可自救;更希望灾难永远不会来侵袭我们中华民族!

防震心得体会篇三

5月12日14：28时，以四川省汶川县为震中的8级特大地震震
惊了中外。这场比当年的唐山大地震烈度等级还要大的灾害，
给灾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肉体和财产创伤，所有的
同胞造成了同时遭受到巨大的痛苦。远在四川的同胞和灾难
处理状况无一刻不紧紧牵动着13亿国人的心。而党和国家领
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启动特大灾难应急预案机制，部署
救灾具体安排，批示一切以受灾人民的生命为最高利益。在
此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又一次站在最前面的是党和国家，还
有我们最伟大的军人。

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单位上班，刚好浏览到新闻
网页的报道，并将此马上转告身边的同事，在单位的每个角
落谈论的都是地震，其中不乏家在四川的同事。在地震发生
后的第二天，在单位组织的捐款中，身为预备党员的我和很
多同事一起义不容辞的为灾区尽了一点责任。在党和政府迅
速有效的组织下，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灾区



贡献微薄之力，献血，捐款，义捐，志愿者，流动党员党委
也发出了向灾区捐款的倡议，无不是情感的最深层的体现。

当面临着场灾难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在第一时间
赶往受灾第一线，亲临指挥救灾。温总理在前往救援的部队
临行前饱含深情地诉说出“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这句话深
深的倒出了老党员的心声，也寄托了党和政府绝不让人民失
望的坚定决心。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支持是党执政
的前提，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党和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将
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每天的新闻报道看到在这场灾难中，那些为抗灾而奔走前
线、赶赴抗灾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和我们的人民子弟兵，相信
每个人都会对他们产生由衷的产生尊敬，是你们在这个时候
撑起了灾区人民希望的蓝天，是你们给了那些还压在废墟中
的人们生还的希望。

5月19号14：28时，全国的防空警报同时响起，所有人和交通
工作静止三分钟默哀，在这三分钟里，听不到窗外平常的吵
杂声，只有脑海中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党员们的面孔和受灾
人民悲痛的表情，心情悲痛得无以复加。党和国家在这个时
候选择了让人民悲痛怀缅，让我们在这一刻过去后用我们的
双手去扶平心中的创伤，重建我们美丽的家园。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愿以所有的优秀楷模党员为榜样，严
格要求自己，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为人民谋福利，真真
正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我坚信，我们的携手同心、众志成
城，就是与灾区的同胞们共渡难关的最佳保证。

防震心得体会篇四

一、领导重视，演练活动组织到位。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领导要求全体成员首先
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强防震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
全意识教育，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
能力。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一
定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各年级要层层落实，
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二、筹划缜密，演练方案安全可行。

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学校认真研讨，对演练方案进
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使演练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对象都作了具体的说
明。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听到校长的宣布后，全校师生必
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能再
收拾物品;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得喧哗、开
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地。
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
任务。

三、师生参与，演练效果呈现良好。

周四下午，校园铃声长鸣， 防震、消防逃生演习活动开始。
在场教师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离。到达目的地，各班主
任马上清点人数，报告校长。各班向校长汇报，校长对演习
活动进行简要总结。校长宣布防震、消防逃生演练活动结束，
请各班有秩序地回到教室，要求班主任就本班参加这次演练
活动立即进行分析、小结。

这次活动全校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安全区域)
只用了不到40秒钟，演练按预案进行，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
激烈，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是对学校的一次检验，不
仅再次落实了学校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
了我校实际应对和处置实发安全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
师生防震、消防安全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



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这次的演习中我学到了如何机智应对突发事件，并能冷静
的处理。这次地震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掌握危难时自救的方
法是必需的，学校人群相对密集，是事故易发地点，为了培
养学生逃生自救技能，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对此非常感谢学
校，希望下次还有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防震心得体会篇五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12秒钟，
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千万不要惊慌。如果住的是平房，那么
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住的是楼房出不去，应立即关闭
煤气和电闸，将炉火扑灭[参见备注1]，躲到结实的床、桌下，
或躲进跨度较小的房间，如卫生间或厨房，要注意保护头部，
以防异物砸伤;要用口罩捂住嘴和鼻子，身体取低位;注意千
万不要跳楼，俗语说："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因为跳
窗时人在地震过程中站立行走不稳，跳楼危险性极大;不要下
楼梯，不要到处跑，不要随人流拥挤，这些地方容易崩塌垮
掉、发生挤压踩伤。根据唐山地震震害调查结果表明，因跳
楼或逃跑而伤亡的人数在六种主要伤亡形式(直接伤亡、闷压
致死、跳楼或逃跑、躲避地点不当、重返危房、抢救或护理
不正当等)中占第三位。

在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可就地蹲在课桌、
柜台、排椅下或柱子边、内墙角处，注意用手或其它东西护
头，注意避开玻璃门窗、吊灯、电扇等悬挂物，决不可乱跑，
否则将造成秩序混乱，相互压挤而导致人员伤亡。1970年我
国通海大地震现场抢救时发现，大部分死亡者都在屋门口附
近，表明地震时人们在外逃，来不及到达安全地点就被倒塌
的房屋掩埋，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挣扎出来，其它震例也基本
如此。



在行驶的车上时，要抓牢扶手，低头，以免摔倒或碰伤;可降
低重心，躲在座位附近，耐心等待停车脱险。

正在室外的人员，用合适的物件罩在头上(双手也行)，跑到
空旷的地方。注意避开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有玻璃的，还
有像烟囱、水塔、广告牌、路灯、大吊车、立交桥、过街天
桥等。在楼群中躲不开可以进入路旁大楼里，底层不容易塌
掉，但有被埋的危险性。

地震时正在郊外的人员，应迅速离开山边、河岸及高压线、
电线杆，以防滑坡、涨水等突发事件。

如果被埋在废墟里，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移动身边可动之
物，扩大空间。用砖块、木头等加固支撑住可能塌落的重物，
以防余震。若在室内要用手中、衣服或衣袖等捂住口鼻，防
止有天然气煤气泄漏或烟尘呛闷窒息。要保存体力，创造生
存条件，等待救援。要相信自己，相信党!保持乐观自信!

地震后救人，时间就是生命，救人应当先从最近处救起，此
种做法可以节约时间，减少伤亡。要先救青壮年，救出一个
青年，就等于增多一份救援力量;另外还要注意先救有呼声的，
先救容易救的人。

营救他人时应先确定伤员的头部位置，使头部暴露，迅速清
除口鼻内的尘土，再使胸腹部暴露。如有窒息，应及时施以
人工呼吸。在黑暗处呆的时间长的人，出来后要避免强光的
刺激。长时间处于饥饿的人，不能一下子喂给过多食物。

震后初期的抢救工作，大多采取手挖肩扛，不可用利器刨挖
挖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造成粉尘碎物飞扬，以致误伤
和窒息被营救者，必要时可采取洒水息尘的办法。

政府发布地震预报后，居民须做好家庭防震准备，制定一个
家庭防震计划，检查并及时消除家里不利防震的隐患。



1、合理放置家具、物品

2、准备好必要的防震物品

准备一个包括食品、水、应急灯、简单药品、绳索、收音机
等在内的家庭防震包，放在便于取到处。

[备注]地震的时候，关火的机会有三次：

第一次机会在大的晃动来临之前的小的晃动之时在感知小的
晃动的瞬间，即刻关闭正在使用的取暖炉、煤气炉等。

第二次机会在大的晃动停息的时候在发生大的晃动时去关火，
放在煤气炉、取暖炉上面的水壶等滑落下来，很危险，大的
晃动停息后去关火更加合理。

第三次机会在着火之后即便发生失火的情形，在1-2分钟之内，
还是可以扑灭的。为了能够迅速灭火，请将灭火器、消防水
桶经常放置在离用火场所较近的地方。

防震心得体会篇六

此次防震演练活动不仅使同学们从理论上了解了有关防灾减
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通过本次演练，我们进一不增强了
抗灾意识，提高了大家紧急避险，自救逃生和应变能力。下
面是整理的关于防震演练心得体会范文，欢迎阅读!

汶川大地震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为了预防地震，我校也举
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地震演习。

时间在下午第三节课，王老师一遍一遍的领着我们演练。

万事开头难，演练了好几遍后，我慢慢摸索到了一些技巧。
首先，脚不要乱动，放在地面上。端端正正得坐好。当听到



抱头蹲下的口令时，用脚往后蹬椅子，这样往下钻的时候空
间会大一点。然后迅速蹲下，撤进桌子里。

随着一遍一遍的演练，时间也悄悄逝去，三点五十近了。教
室里安静了下来，我听到了所有同学的呼吸声。心跳开始加
速了，我的心情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安静了片刻后，三点五
十来了!

只听三声哨响划破了寂静的天空。原本静得可怕的教室，在
王老师的一声号令下，变得沸腾起来。同学们慌慌张张地队
到了桌子下面。又飞快的跑向那横着容不下三人的小楼梯。
一开始，同学们速度都挺快，可到了3楼就走不动了。因为我
们要等1、2年级的小朋友都撤离后，才能走。所以，有些性
子急的同学就发牢骚了：“快点儿啊，要是真地震的话，早
死在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我们终于安全的来到了操场，
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演习结束了。

经过这次演习，我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在关键时刻，还是
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如果真的地震来了，我相信，我们
可以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一、领导重视，演练活动组织到位。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领导要求全体成员首先
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强防震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
全意识教育，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
能力。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一
定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各年级要层层落实，
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二、筹划缜密，演练安全可行。

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学校认真研讨，对演练方案进
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使演练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对象都作了具体的说
明。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听到校长的宣布后，全校师生必
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能再
收拾物品;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得喧哗、开
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地。
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
任务。

三、师生参与，演练效果呈现良好。

周四下午，校园铃声长鸣，防震、消防逃生演习活动开始。
在场教师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离。到达目的地，各班主
任马上清点人数，报告校长。各班向校长汇报，校长对演习
活动进行简要。校长宣布防震、消防逃生演练活动结束，请
各班有秩序地回到教室，要求班主任就本班参加这次演练活
动立即进行分析、小结。

这次活动全校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安全区域)
只用了不到40秒钟，演练按预案进行，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
激烈，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是对学校的一次检验，不
仅再次落实了学校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
了我校实际应对和处置实发安全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
师生防震、消防安全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
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这次的演习中我学到了如何机智应对突发事件，并能冷静
的处理。这次地震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掌握危难时自救的方
法是必需的，学校人群相对密集，是事故易发地点，为了培
养学生逃生自救技能，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对此非常感谢学
校，希望下次还有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25日下午，忻州市首次组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演练点设在
忻府区秀容中学。忻州市防震减灾领导组和忻府区防震抗震



指挥部全体成员共计80余人观摩了本次演练。通过观摩演练，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举行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很有必要。
通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有组织、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疏散，
让学生掌握逃生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应对各种自然
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增强自护和自救能力，因而能
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二、领导高度重视
是演练成功的保障。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成立了以校长韩贵喜为组长的演练领导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
《秀容中学防震减灾安全演练方案》，设立了指挥部，明确
了工作人员分工及职责，并在演练前详细向师生讲解预案内
容，让师生熟悉演练程序。三、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基本成功。
整个疏散演练活动的过程紧张有序，全体学生在老师的指挥
下按照事先设定的疏散通道，迅速地撤离了教学楼，并到达
学校操场的指定地点，没有发生任何危险事故。整个过程紧
张有序，师生们把它当成一次真实的逃生经历，没有丝毫的
疏忽。通过演练，全体学生均掌握了逃生的核心要领(护头)
和其它基本要领。四、本次演练贴近真实，但与实战还有一
定差距。如：演练中有的同学嘻嘻哈哈不够严肃：撤离教室
时各楼层没有分楼层、按规定的延时撤离，所以人员比较集
中，相当拥挤，容易发生挤倒、踩踏等事故。五、应通过拓
宽应急演练层面，普及应急公共安全知识。通过本次应急疏
散演练，学生们有了很大的收获，学校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应让秀容中学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后，将他们演练的成功经
验在全市推广，通过拓宽应急演练层面，普及应急公共安全
知识，进一步增强应急管理水平，提高全民安全意识和自救
自护能力。

5.12汶川大地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眼间美好的家园变成
一片废墟，震醒了人们的心。

今天，学校为了增强我们面对地震的逃生意识和正确的逃生
方法，进行了全校范围内的防震演习。我们在教室里等待着
通知，早在这之前，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演习的注意事项和
相关的防震知识。过了一会儿，广播通知防震演习开始，我



们按着老师事先安排的顺序，井然有序地朝操场空旷地撤离。
可以看到每个楼层都是一股股的人流向操场涌去，并无人你
推我攘，显得很有顺序。不一会儿，全部的人就都疏散到了
操场指定的位置，这次的防震演戏十分成功。

地震让人难以预测，它的破坏力大又广，而我们只能通过增
强自己的防震意识才能很好的预防和逃生。通过这次的防震
演习，使我懂得了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该从哪逃生?怎样正
确的逃生?通过这次防震演习也大大增强了我们保护生命的意
识，不只是自己的，还有他人的。

逃生

一声巨响，所有的教学楼瞬时垮塌。美丽的校园变成了废墟。
在这猝然降临的巨大自然灾害面前，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就是
逃生。只有逃，才会有一线生存的希望。所以，今天，全校
师生一起举行了一次“地震演练”。

下午第三节课，班主任先说了说“逃生”的几个步骤：先抱
头钻到课桌下面，然后等上10秒钟后再迅速跑出教室。别看
着步骤挺简单，可实际练起来，你会发现一系列的“小问
题”，比如：钻到课桌下面时，凳子碰着头。跑出教室时同
学们太挤等。这一些“小问题”我们练了好几遍才克服了。

终于正式开始了。楼下哨一响，全班同学先飞快地钻进课桌
底下，等了10秒钟后，同学们又一窝蜂似地迅速往楼下跑。
在楼道里，还有些“逃生”的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挡着我
们的路了，同学们十分着急，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了：“快
点儿!快点儿我快没命了，楼快塌了……”“快点儿!我快被
砸死了……”同学们完全进入了角色，心中只想着自己逃生。
同学们们猛冲下去，终于平安的到达了楼下。

在那个下楼的过程中，我心里除了紧张还有害怕。通过这次
演练我终于体会到了当“5·12大地震”来临时，所有当事人



的复杂的心情。当我到达楼下的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成就
感，因为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逃生”一个当地震发生前所有人心里唯一的念头。只有用
自己最大的力量猛冲下去，才会救得生存的希望。

防震心得体会篇七

地震灾害是全世界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和人员伤亡最多的自
然灾害之一。在目前地震预报不能解决人员伤亡问题下，我
们要加强对地震预防知识的学习，以利于掌握正确的避震和
自救、互救方法。

地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天然地震，另一类是人工地震。其
中天然地震包括：火山地震、陷涡地震等。

当地震发生时，房屋倒塌后所形成的室内三角空间，往往是
人

们幸存的安全地点。特别是在楼房内的人，选择厨房、卫生
间等空间矮小的房间、不易倒塌的空间、墙角或桌子等坚固
家具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避震。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
场合，无论如何，都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盲
目跳楼和使用电梯。

户外的场合遭遇地震时，要避开高大建筑物等危险之处，护
住头，迅速跑到空旷场地蹲下。当大地剧烈摇晃，使人站立
不稳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扶靠、抓住什么身边的建筑物。但
是你完全想错了，这些看上去结结实实、安安全全的东西，
实际上却是很危险的。务必不要靠近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等
躲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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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注意用手或厚毛巾等物保护好头部。



地震发生后，人们可能面对各种困难。但是，要逃生，必须
克服恐惧心理，用正确的方法自救求生。这对于减轻地震灾
害，免遭不该有的损失。如果不能自行脱险，一定要沉住气，
保护自己不受新的伤害，如果暂时无法脱险，要想办法维持
生命，寻找食物和水，保存体力，耐心等待，并设法与外界
联系，不能可大声哭喊，勉强行动。这样反而伤害自己。应
该尽量闭目养神，时间就是生命。被救后要积极参与震后救
人工作，迅速壮大救援队伍，让更多的人获救。在发生大地
震时，人们心理上容易产生动摇参观防震减灾科普展心得体
会。为防止混乱，每个人依据正确的信息，冷静地采取行动，
极为重要。

同学们，地震发生时，只要能按正确的方法去做，就不会有
危险的。有时，地震并不像你所想象得那么可怕，真正房倒
屋塌的灾难性地震还是少数。只要沉着、冷静地静观灾变，
就有可能躲避这次地震。

防震心得体会篇八

每一次，当我们目睹灾难降临，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是如此
的脆弱，生命变得那么的短暂而宝贵，在灾难来临时，也许
前一秒你还沉浸在欢声笑语中，但后一秒你便会觉得心如刀
绞，因为灾难，悲泣代替笑语;因为灾难，废墟取代高楼;因
为灾难，有无数的人失去生命，灾难，在人们还没来得及反
应的情况下就摧毁人类美好的家园，粉碎了人们心中美妙的
梦。有些生命就如含苞待放的花朵，在它还没来得及展现自
己体态的多姿和人生的精彩就已经被无情的“魔鬼”所扼杀
了。

我们无法阻止灾难的来临，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努力智慧降
低灾难带来的损失，5月 2日为防震减灾日，在当日下午我校
举行了一次防震减灾的演练活动，当同学们沉浸在快乐的学
习中，忽然哨子响起来了，同学们立即起身，一个接着一个
跑出教学楼，就如一条长龙奔向操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我感受到了全体师生都是以一种真心的态度去对待这次演练
活动，一个个神情在重，我们仿佛将自己置身于真正的灾难
中，将自己的生命在生与死这这间作出抉择，经过老师的'积
极引导和同学们的认真态度，这次演练取得成功。

这虽然仅是一次演练，却是我们成长中的一束阳光，因为我
们在这次练习中取得经验，每一次的演练都是为安全打“预
防针”，在为我们的生命增强“免疫力”。

在地震之际，四川人民表现的是惊慌失措，而日本人民则是
沉着冷静，有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因为日本注重对人们防震
减灾的意识，他们懂得如何在灾难面前表现得临危不乱，如
何让自己有机会生存。日本重视每一次的演练活动，因为看
一次防震减灾的演练都了自身的经验，一点一滴的累积让他
们能够在灾难中多一份安全的保障，也许我们会认为日本位
于频繁的地震地带才需注重，我们生活在安全地带没必要顾
及太多，可是，灾难的形式多样，水灾、火灾、泥石流等灾
害都对我们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灾难不会向我们敲响警钟，
只有自己才是保护自已永远的天使。所以懂得如何防震减灾
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表现。

不把演练当成一种形式，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不抱学习防震减灾当成一项任务，而是看成一份责任，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让安全成为生命的保障，用生命抒写人生伟
大的篇章。

防震心得体会篇九

一场大地震降临，昔日的美好校园，成了今天的废墟;昔日朗
朗的书声，成了今天难言的悲泣;昔日活泼的童真，成了今天
瓦砾下的阴魂。这难言的悲惨让我的生命经受了一次洗礼，
心灵受到了震撼，再一次认识到了教师的伟大。

就在地震发生的刹那间：绵阳市汉旺镇小学的吴忠仁老师一



边高吼“同学们快跑!”一边死死撑住已经变形的门框，催促
同学们从身边冲出;德阳市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趴
在桌子上，护住桌下的4个孩子;汶川映秀镇小学张米亚老师
跪扑在废墟中，双臂紧紧搂住两个学生;还有绵阳平武县南坝
小学杜正香老师，卧到在瓦砾中，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各
拉着一个孩子，胸还护着3个幼小的生命------这些普普通通、
默默无闻的教师，在生死关头以自己的行动成就了不朽的永
恒，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的诗篇。他们让我再一
次读懂了“人民教师”这四个字的博大与崇高，他们可歌可
泣的更事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仅仅拥有教书育人的无私
奉献精神，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他们更能义无反顾的献出自
己的生命。灾难面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学生，毫不犹豫地
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把死的危险置之度外。灾难是可怕的、
失去生命也是可怕的，但留住了希望，一切便不再可怕了。
我们可爱可敬的老师们正是用他们的爱和责任为学生筑起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长城，也向世人展示了为人师表的精神
风貌和崇高的师德光辉。

作为同行，我们要弘扬灾区人民教师忠于职守、不怕牺牲、
无私忘我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的崇高思想，关爱学生、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我们应以四川
灾区英雄教师群体为榜样，更加积极进取，忠于职守，立足
岗位，无私奉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祭奠那些逝去的英灵，
以更加勤奋的工作，为我校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
贡献!

作为教师，我要向他们学习，落实到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

1.认真学习为人之道，为师之德。要当好一名教师，最根本
的就是要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做到在教书中全面提



升自己的素质，在育人中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

2.坚持业务学习，爱岗敬业，以高度热情和责任感做好本职
工作。认真阅读各种教育教学刊物，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的
理论，认真学习新课程标准，领会新的教学理念和学习别人
的先进经验，做好笔记，运用新的教学理念及科学方法观去
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

3.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既然选择了当教师，就要勤勤恳恳
地耕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选择忘我，选择无私，选择清贫。
在浮躁的环境里，我要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甘于
奉献。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在上级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学
校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我要在
教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不断学习，不断探索，尽心尽力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

防震心得体会篇十

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十分宝贵，失去了就没有第二次了，日
本大地震只是一个莫名的瞬间，就让许多鲜活的生命消失了，
让许多人无家可归，但他们并没有惊慌，而是十分镇静。这
一切都说明了，他们毫不畏惧大灾大难，因为他们的防震意
识比我们强。

回顾过去的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地震，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1994年9月，中国台湾诲峡地震波及广东、福建沿海。时值下
午，学校还在上课。震发时，潮州、漳州一些学校师生惊慌
失措。死亡的1人，是因拥挤而被踩死的;受伤的230人，也是
被踩伤或因跳楼、掉下楼梯而造成的。

而位于前沿的东山县实验小学，虽然教学楼在施工，散砖纷



纷被震落，单因为防震知识，当即钻到课桌下躲避，震动一
停立即有序撤离，结果无一人伤亡。

老师除了教给了我们一些防震防灾知识之外，还向我们演示
了自救的正确规范的动作。我不禁思索道：地震又没有来，
这么做是不是杞人忧天啦?不，一点也不好笑。我可以很严肃
的告诉你：“当地震真的来了，这就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
笑了。

在20xx年5月13日下午，学校举行了防震演练，为的就是让我
们学会保护自己，珍爱生命。

当同学们还沉醉于学习的海洋里时，第一声警报突然拉响，
同学们立刻按照老师说的，反应都很及时，有的钻到课桌下，
有的躲到墙角，还有的用书包或者书本护住自己的头部。我
以迅雷不及之势拉开板凳，将教室的后门打开，之后便双手
抱头蹲在墙角，身子紧紧蜷缩在一块，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同学们自觉排成队有序的抱头弓腰，
毫不犹豫地快步向教室外移动，往楼梯口快步走去。大家不
再像平时演习时那么放松了，都严肃了起来。每个楼梯口都
有老师在疏散我们，同学们都紧靠着楼梯右边两排走，下了
楼梯，在离教学楼较远的空地上纷纷四五个人蹲在一起，双
手抱头。

这次演习十分成功，不仅让我们增长了个人保护意识，更让
我们懂得了珍惜生命。

通过这次活动，我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小学生懂得了更多：
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他们防灾减灾的素质水平，决
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及当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面
对自然灾害，关键在于是要有足够的认识，才能遇险不惊，
应对得法，要学习抗灾知识，学习补救技能，在自然灾害来
临时，避免出现不该有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