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大全10
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
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一

地震，洪水，火灾等灾害，是人类最难应付的，就是因为这
种种灾害，让无辜的`一个个人丧命。我观看了这个主题板块
以后，就明白了怎么应付这些自然灾害了。这个主题有很板
块，如：被压在废墟下怎么办，洪水来了怎么办，在户外遇
到地震怎么办和遇到火灾怎么办等。我看了之后知道了很多
的知识，明白了即使在情况十万火急的时刻也要保持冷静，
并且知道了要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不能急躁，这样只会自
己害了自己。

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多认识一些自然或人为造成的灾害的克
服办法，其实，地震，洪水，火灾之类的灾害并不可怕，只
是大家没有留心在意书上，电视上，报纸上等等的地方的灾
害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等，造成了不应该有的惨祸。大家应
该多点留心身边的灾害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让自己能逃脱
灾害的束缚。

总之，大家应该多多了解各种灾害的逃生方法和自救方法，
而且，灾害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防备和应急的方
法，只要大家懂得了方法，就可以让灾害忘至九霄云外去。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二

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十分宝贵，失去了就没有第二次了，地



震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它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树立防震减灾意识，力争把灾害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发生地震时，还有很多自救的方法：

一、将门打开，确保出口，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户
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二、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在教室内乱跑或争抢外出。如果
是一楼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中间及前排的同学
可以尽快躲到桌子底下，用书包或者书本护住头部;靠墙的同
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等地震间隙再尽快离开住房，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三、我们要带上基本很厚的书或衣服，然后我们要快速跑到
宽广的地方去，在那里等待救援人员。

我们要做到减灾防震还要爱护我们的环境，首先我们应做到
以下几点：

1.保护森林，种植树木，保护水土。

2.保护臭氧层防止有毒气体扩散。

3.要节约用电，不过度浪费。

4.小心用火，不乱玩火。

5.要多学防震、防灾方面的知识，有防范意识。

6.节约用水，珍惜每一滴水。

如果先做好了这几点，会减少灾害的发生，或者一旦灾难发
生时会挽回不少人的生命。

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巨大灾害，将



无数或平凡或精彩的生命，在分秒之间，从或平静或波折的
生活中拽进巨大的困顿和危难，甚至沉入深渊。每想到这一
点，每一个有幸深处平安之地的中国人，心中就再难平安。

我们要争取做到最好，防止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必要伤害，我
们要努力保护我们的家园——地球，便是保护自己。让我们
行动起来，共同防止灾害的发生，让明天的地球更加光明，
更加灿烂!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三

地震前的准备：要避免地震的灾害，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自
己，以自己的力量做好预防灾害的准备。一般家庭常备的东
西有粮食和饮水，以每人平均保存5天的份量为佳。另外再准
备一些防灾用品，如防灾头巾、手电筒、口哨、急救药品、
火柴、蜡烛、半导体收音机等以及一些逃生用具，如毛毯、
便携式炊具、固体燃料等。

地震发生时：1、如果在平房里，突然发生地震，要迅速钻到
床下、桌下，同时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护住头部，等地
震间隙尽快离开住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地震时如果房屋
倒塌，应呆在床下或桌下千万不要移动，要等到地震停止再
逃出室外或等待救援。

2、如果住在楼房中，发生了地震，不要试图跑出楼外，因为
时间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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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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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如果已经离开房间，千万不要地震一停就立即回屋取东西。
因为第一次地震后，接着会发生余震，余震对人的威胁会更
大。

5、如果在公共场所发生地震，不能惊慌乱跑。可以随机应变
躲到就近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桌柜下、舞台下、乐池里。

6、如果正在街上，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不要高楼
下、广告牌下、狭窄的胡同、桥头等危险地方停留。

7、如果地震后被埋在建筑物中，应先设法清除压在腹部以上
的物体;用毛巾、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如果找不到
脱离险境的通道，要注意保存体力，设法找到食品和水，创
造生存条件，等待救援，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或
者吹哨，向外发出呼救信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
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
休息。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四

防震演习程序为：警报响起、各班自救、组织撤离、操场整
队、清点然拉响警报，班主任听到警报迅速指挥学生不要慌
乱并引得学生有秩序地逃离现场。人数、活动总结。

防震演习中，同学们能沉着冷静，用书包或者其他能保护头
部的物件遮住脑袋，钻到桌子底下，或跑到教室的墙角。老
师组织学生有序地离开教室，撤离过程中，所有教师各负其
责，维护秩序，使学生安全跑到操场。这次安全防范演习，
全校师性齐动员，教师准时到位，学生动作迅速，秩序良好。
仅用了三分钟时间就完成了就位部署，各班按原来位置站好。

但是在演习中学生进行间有讲话现象，甚至有嬉笑现象，不
够严肃认真；下楼次序与路径要进一步监管理顺，做到合理、
科学，避免拥挤；个别教师逃离动作慢。



通过这次演习，我也了解了一些小知识：当地震来临时，不
能跳楼，要切断电源关掉煤气，躲到卫生间里，或者躲在桌
子下，因为墙壁倒塌时，好能为你承受重量。尽量避开玻璃，
地震之后要迅速撤离，以防余震。如果在操场等室外，要离
开教学楼、高压电线、跑到空旷地带。不要在加油站附近，
因为地震发生时，加油站容易引起火、爆炸。总之，当地震
发生时，我们应该学会根据当时所处的场所和情境，采取自
救措施。我们学校经常进行演习，从而让我们了解了许多自
救措施，设想一下，如果不学会自救，地震真正到来时，就
会惊慌失措，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
灾害，采取科学的方法自救的非常重要的。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五

生命是什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我告诉你生命
是精美的小诗，清新流畅；生命是绵延的山峰，壮丽挺拔；
生命是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今天看了这段视频我才知道
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喋喋不休。让我们走进汶川
地震！

救援人们的脚步声刚停留在废墟前，就看到一个小孩在拼命
的找他的家人。天黑了，这个小孩叫救援人们都回去，可他
们知道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他们就不会让它溜走。于是，救
援人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回去的。在救援人们的帮助
下，这个小孩的家人得救了。这个小孩高兴极了！在另一边，
从废墟下有听见微弱的声音。这是一个生命！救援人周庆阳
叔叔去救徐阿婆，可是洞口太小了，于是救援人们准备把洞
口弄得大一点，周庆阳叔叔决定用身体去拉徐阿婆，徐阿婆
说她太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时间啊！请你慢点走，给生命一
个庄严的时间。在徐阿婆休息的'时候，她递给了一块毛巾给
周庆阳叔叔，可他把毛巾给了别人，继续营救徐阿婆。这是
多么伟大，多么感动。在废墟还埋着多少的生命，可是我们
救援人们从没有放过这些生命！我们只是希望时间你慢点走！



生命是微弱的，可也是强大的。这些画面刺痛我们的双眼，
更刺痛我们的心灵。在未来的日子，让我们手牵手，十指相
扣。生命的珍珠依然在我们手心，经历了死亡，它变得更加
透彻，更加夺目。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六

不要慌乱并引得学生有秩序地逃离现场。人数、活动总结。

防震演习中，同学们能沉着冷静，用书包或者其他能保护头
部的物件遮住脑袋，钻到桌子底下，或跑到教室的墙角。老
师组织学生有序地离开教室，撤离过程中，所有教师各负其
责，维护秩序，使学生安全跑到操场。这次安全防范演习，
全校师性齐动员，教师准时到位，学生动作迅速，秩序良好。
仅用了三分钟时间就完成了就位部署，各班按原来位置站好。

但是在演习中学生进行间有讲话现象，甚至有嬉笑现象，不
够严肃认真;下楼次序与路径要进一步监管理顺，做到合理、
科学，避免拥挤;个别教师逃离动作慢。

通过这次演习，我也了解了一些小知识：当地震来临时，不
能跳楼，要切断电源关掉煤气，躲到卫生间里，或者躲在桌
子下，因为墙壁倒塌时，好能为你承受重量。尽量避开玻璃，
地震之后要迅速撤离，以防余震。如果在操场等室外，要离
开教学楼、高压电线、跑到空旷地带。不要在加油站附近，
因为地震发生时，加油站容易引起火、爆炸。总之，当地震
发生时，我们应该学会根据当时所处的场所和情境，采取自
救措施。我们学校经常进行演习，从而让我们了解了许多自
救措施，设想一下，如果不学会自救，地震真正到来时，就
会惊慌失措，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
灾害，采取科学的方法自救的非常重要的。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七

周三下午四时十分，悦耳的地震警报声划破了校园的宁
静。“地震警报”，不知谁喊了一声!刚才还在全神贯注地听
老师讲课的同学们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就迅速做出了反应：只
见同学们不分男、女，早就忘记了什么“小姐仪态、绅士风
度”，一个个双手抱头，第一时间就蹲到了课桌下边。你看，
平时的顽皮大王李杰荣更厉害，可能觉得蹲在课桌下边还不
够安全，头上还顶了一个重重的书包!看到这一切，你可不要
笑。这时，连我们平时风度翩翩的'班老师也早就没了“仪
态”，迅速躲在教台下面。只不过班老师一边躲一边还在高
喊：“镇定、镇定，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再等下一次警报”!

3分钟后，悦耳的地震警报声再次响起。只见教台下的班老师
第一时间就冲了出来!他迅速站在教室门口，高声喊道：还有
余震，大家不要慌，有秩序迅速“逃生”到楼下的空旷处!同
学们都按着平时老师教的方法分小组迅速跑出教室，一队接
着一队，从不同的安全出口快跑离开教室。“逃生”路上的
人越来越多，但不同班级的同学都像有人在无声地指挥，没
有太多的慌乱，而是安全、有序、迅速地离开教学楼。各班
的老师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每一个楼梯口，也有老师的
把守，在我们“逃生”的路上，老师站成了一道最亮丽的风
景线，保证了每一个学生“逃生”的安全。

“一分二十秒。全校师生安全”!听着总指挥的汇报，同学们
个个都兴高采烈。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八

应根据震后环境和条件的实际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施救方
法，目的就是将被埋压人员，安全地从废墟中救出来。

通过了解、搜寻，确定废墟中有人员埋压后，判断其埋压位
置，向废墟中喊话或敲击等方法传递营救信号。



营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埋压人员的安全。一是使用的工
具(如铁棒、锄头、棍棒等)不要伤及埋压人员;二是不要破坏
了埋压人员所处空间周围的支撑条件，引起新的垮塌，使埋
压人员再次遇险;三是应尽快与埋压人员的封闭空间沟通，使
新鲜空气流人，挖扒中如尘土太大应喷水降尘，以免埋压者
窒息;四是埋压时间较长，一时又难以救出，可设法向埋压者
输送饮用水、食品和药品，以维持其生命。

在进行营救行动之前，要有计划、有步骤，哪里该挖，哪里
不该挖，哪里该用锄头，哪里该用棍棒，都要有所考虑。

过去曾发生过救援人员盲目行动，踩塌被埋压者头上的房盖，
砸死被埋人员，因此在营救过程中要有科学的`分析和行动，
才能收到好的营救效果，盲目行动，往往会给营救对象造成
新的伤害。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九

在3月_日，我们观看了“学好防震知识，珍爱宝贵生命”，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通过观看视频我知道了我国是一个多地
震国家，地震的震级大，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及震源浅。

科普专家研究员何永年先生提到了“防震减灾，利国利民”
的主题。

在他的演讲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3月11日，
日本的“311”事件；1976年8月16日，四川省西北部的潘松
发生了7。2级大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日本的“311”事件是在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剧烈
地震，地震高到9。0级。此次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对日本
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严重的
自然灾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性毁灭，包括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紧
急损失。所以我们需要保护环境，共同营造我们美好的家园。



在1976年8月16日，潘松发生的7。2级大地震的前期，一个幼
儿园的老师，经常与孩子玩一个“地震来了快快跑”的游戏，
当孩子们听到老师说时都会快速的跑出教室。所以当地震发
生时，孩子们都像玩游戏时快速撤离教室，大大减少了人员
的伤亡。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是我们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在地震
发生的时候，绵阳市安县桑枣中学在1分36秒，将2200多名学
生，疏散到了教室外的大操场上，双手抱头，捂住鼻腔，以
此无一人伤亡。

努力做好科普教育；唤醒民众的风险意识防震减灾，掌握避
险，自救互救的知识和技巧。

人命至上，生命至上，这是这次主题的践行初心的核心内容，
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贡献，是广大人民的福音。

地震科普讲座心得体会篇十

汶川地震影响着亿万人的心。为了防止地震，我校还举办了
独特的地震演习。

下午第三节课，王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带领我们练习。

在第一次演习中，学生们没有经验，只是按照老师的指示去
做。所以结果：学生们要么慢，要么不能进去，要么磕头碰
脸。我遇到了麻烦：我把脚放进凳子里，当老师说：“抱着
头蹲下。”我突然摔倒了。当老师说：“跑吧。”那时，我
怎么不能出来呢。如果是真正的地震，恐怕。

万事开头难。经过几次练习，我逐渐发现了一些技巧。首先，
不要动脚，把它们放在地上。坐好。当你听到蹲在头上的密
码时，用脚向后推椅子，这样钻下来的时候空间会更大。然
后迅速蹲下，走进桌子。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时间悄然逝去，3点50分就要到了。
教室安静了下来，我听到了所有学生的呼吸声。心跳开始加
速，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担心起来。安静了一会儿，3点50分来
了！

只听三声哨声划破寂静的天空。原本安静可怕的教室，在王
老师的命令下，变得沸腾起来。学生们慌慌张张地走到桌子
下面。又快跑到横着容不下三个人的小楼梯上。一开始，学
生们都很快，但到了三楼就走不动了。因为我们要等到12年
级的'孩子都撤离后才能离开。所以，一些脾气暴躁的学生抱
怨道：“快点，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早死在这里！经过长时
间的等待，我们终于安全地来到操场，一场“惊心动魄”的
地震演习结束了。

经过这次演习，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在关键时刻，我们应
该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如果地震真的来了，我相信我们可
以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