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精选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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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一

结合几天的培训，对我市目前的地震应急救援工作情况进行
了认真思考，疏理出几点建议。

目前我市已经成立了三支地震应急救援队伍，但范围偏小，
专业不全。下一步要在现有救援队伍的基础上，向卫生、交
通、电力、通信、水力、燃气、化工、矿山、民生部门以及
救援志愿者队伍扩展，把现有应急抢险队伍尽可能的纳入到
防震减灾救援队伍中来，把地震应急救援作为各救援队伍的
一项重要工作。

可邀请地震地质、应急救援、建筑结构、消防等方面的专家
对应急救援队伍进行培训，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能力。

科学、完善、可操作的预案可使抗震救灾工作有据可依、有
章可循，有利于做出及时的应急响应，降低灾害损失程度。
在修订预案的过程中，各部门（单位）要根据各自所担负的
工作职责，制订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应急演练既可以提高我局工作人员的应急指挥能力和实战能
力，还可检验与其他职能部门在应急救援中的协同作战配合
能力，更可为地震救援积累宝贵的经验。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二

一间大房子内，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两手相叠正跪在“伤
者”右侧，伸直两臂按压“伤者”胸腔，按压30下后向伤者
口内吹两口气，接着按压30下后再吹两口气，如此循环5次后
探测伤者心跳……。这一幕发生在成都市青白江区外国语小
学校内的第一教师会议室，原来，“伤者”只是一个人体仿
真模型，而青年则是区红十字会救护培训专家——区疾控中
心的王科长。当时他正在讲解人工呼吸救护方式。时值20xx
年9月20日，成都市青白江区外国语小学校邀请区红十字会救
护培训专家对全校优秀学生干部进行了卫生救护专题培训。
作为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我也参加了本次培训。

培训以理论知识讲授与救护技能操作相结合，主要就现场心
肺复苏救护相关内容进行，“看似简单的胸外按压和人工呼
吸，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速度。”
培训中，不少同学如此感慨。详实的培训使受训同学深切感
受到，有了专业的救护技巧，才能随时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

通过培训，学生们增强了防范意外伤害的能力，增长了意外
伤害紧急处理知识，加强了日常生活中应对突发意外伤害事
件的.自救与互救技能。学生们纷纷表示：像这样的培训实用
意义很大，以后要多学多练，做好班上及家里的传帮带工作，
让培训知识与同学、与爸爸妈妈共享。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三

应急救护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在校园生活中更是必不可
少。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参加了学校的应急救护实践，学习
了如何在危急时刻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一过程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和体会。

二段：实践过程中的收获



在学习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知识。首先，我明白了紧急情
况下要如何快速鉴别伤员的伤情并采取合适的现场急救措施，
如一氧化碳中毒、骨折、心脏骤停等。其次，我学会了如何
利用急救工具急救包、AED（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应对不同
的紧急情况。最后，我还了解了应急救护常识和应急预案，
这对我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紧急状况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段：现实中的应用体验

在实践中，我们模拟了一些突发情况，包括呼吸道阻塞、休
克、心肺复苏等。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情况的不同，做出相应
的处理和反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和
挑战，例如过度紧张、操作不熟练等。通过反复练习，我不
仅提高了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而且还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勇气。

四段：自我反思

在实践过程中，我也有一些缺点需要改进。例如，我在面对
紧急事项时，有时会产生过度紧张的情绪，导致操作不够流
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多加锻炼自己的心理承受
力，提高自己的紧急应变能力。另外，在操作急救设备时，
有时也会存在一些小错误。因此，我还需要多加练习和学习，
熟悉各种应对措施和急救技巧。

五段：总结

校园应急救护实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提高了自我
应急救护能力，更是培养了我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命安全的
投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多加关注这方面的知识，
并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应急救护技能。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妥善
处理问题，不仅证明了我们的能力，也将使我们的生命及他
人的生命免于意外。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四

自然灾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年都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
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自
然灾害应急处理。为了更好的了解自然灾害的应急处理方法，
我参加了一场自然灾害应急讲座。在此，我将分享本人参加
自然灾害应急讲座的体会与感悟。

首先，重视自然灾害应急预案搭建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自
然灾害是不可预知的，然而它们会在任何时候发生。预先制
定应急预案是减轻灾害风险的重要步骤。一份合格的应急预
案应该包括预警、分析、应对和恢复等环节，以适应不同灾
害的发生。这样，在灾害事态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
能力帮助自己避免困难和安全地脱险。

其次，了解和学习更多的自然灾害知识。自然灾害，如地震、
洪水、火灾等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
我们需要学习和了解一些基本的自然灾害知识，如何预测、
预报和应对等。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些自然灾害的应对
原则和方法，以便于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地保
护我们自己的安全和财产。

第三，不要不重视与自然灾害相关的风险和威胁。自然灾害，
如洪水、地震等气候暴力，是具有极高的威胁性的。我们需
要警惕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险，并且在生活上做好相应的应
对措施，比如躲在床下、不要马上逃出去等等。此外，我们
还应该储备切实可行的应急物资，如干粮、饮用水和必要的
医疗用品等等。

第四，与时俱进，理解和掌握自然灾害应急处理的新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有了新的应急处理方案，如
应急通讯、卫星遥感等。这些新技术将有助于我们在面临灾
难时，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和处理应急事务。因此，我们应该
积极地掌握和应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减少灾难对我们日常



生活的影响。

最后，自己需要进行不断的自我学习与实践。仅仅了解应急
措施是不够的，在灾害之前也没必要去大规模地建立应急预
案。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和实践，掌握自然灾害的
实操技巧和应对措施。这样，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才能够快速
准确地应对，让自己以及周围的人能够在一切危机中紧密密
切地在一起。

总之，参加此次自然灾害应急讲座，让我深刻了解到自然灾
害的紧急程度，自然灾害的基本应对措施和应急预案的管理
制度。通过自我学习、实践和科技手段的运用，我们可以更
加准确地预测自然灾害风险并给予防治和救援。人们的安全
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建立起更加系统化、全方位、
科学化的自然灾害应急措施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五

近年来，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屡见不鲜，给人们的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巨大风险，而学校作为一个密闭的小社会更需要重
视应急救护的实践和培训，因此，在我国许多学校中开展应
急救护实践已成为一个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活动。本人参加了
其中的应急救护实践培训，通过二十天的实践和学习，积累
了不少的心得和体会。

一、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在应急救护实践中，所学的应急救护知识涵盖了一定的医学
基础，对学生的专业能力以及实践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因此，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重视应急救护的基础知
识学习。例如，基本人工呼吸术、心肺复苏术等，都需要我
们多次反复的联系、实践。只有在这些基本操作上有了熟练
的掌握，才能在真正危急时刻快速反应、正确处理。



二、注重团队协作和沟通

在应急救护实践中，最重要的是合理组织团队进行抢救，切
实将团队协作和沟通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紧急的人员转运、
抬运还是心肺复苏术等，都需要团队中每个人有配合默契、
各司其职的作业态度和动作。而正确的沟通和指挥是整个团
队成员能够正确、迅速地执行抢救行动的关键。这也让我体
会到，在一起工作时要尊重、理解和信任他人，相互之间需
要有良好的默契和思维方式。

三、强化应急情况下的自我控制

在紧张的应急环境下，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和困难，需要切
实加强心理素质的训练。在应急救护实践过程中，我经历了
一次紧急的情况。当时，我发现了一名大量出血的伤者，情
急之下的却无法立刻做出决断。这次事件让我认识到，紧急
情况下需要切信、勇敢、果敢地采取有效措施，同时也让我
明白了要学会如何缓解紧张情绪，保持冷静和清晰头脑。

四、提高综合应用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应急情况可能会需要我们综合应
用所学的知识，合理对待各种不同的情况。例如，在紧急情
况下，第一时间要展开现场救援，同时应提高自身的安全防
护意识；当需要提供长时间紧急救治时，应全面了解伤者的
身体状态、用药情况等，并给予妥善的救治措施。

五、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与技术

应急救护是一个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充实
的过程。所以，在校园应急救护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实践，
增强自身的应急救护能力，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除了更
深入地学习已掌握的应急救护知识，我们还要关注新的应急
救护技术和新的医学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总之，校园应急救护实践，可以锻炼青年学生的应变能力，
提高她们在紧急情况下的救护技能。这项实践对于每一位学
生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断强化应
急救护的知识和技能，以应对万一。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六

昨天一天都和家人一起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山西王家岭煤
矿的救援消息。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9个，24个，42
个，63个，70个……115个！看到这样的救援奇迹，确实令人
感动。老爸老妈不断发出欢呼，和激动的评论。

这次救援行动，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轰动了国内外。
场面之壮观，到场领导人规格之高，动员的救援和医疗力量
之强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坚持8天8夜之后两个巷道的工人全部存活并安全升井，不能
不说是一种生命的奇迹。看到遇险工人在井下靠“挂壁”，
靠吃树皮、喝尿，靠聚在一起收集“希望之光”矿灯、讲获
救故事，顽强地坚持下来直至获救，不由不从心底里佩服人
的生命意志，佩服人类互相依存的爱的力量。

愿这样的力量继续支撑另一个巷道还未获救的38名工人，愿
他们也像115名兄弟一样，重返光明的人间。

但感动之余也有思考：为什么让全国人民如此揪心的矿难屡
屡发生？从小煤窑发展到大煤矿？难道经济发展一定要付出
这样惨痛的代价？据说此次透水事故与过分强调赶工期，忽
视了安全论证有关。希望救援行动的辉煌不要淹没灾后的反
思，和真切的安全措施。毕竟再辉煌的救援，也比不上根本
不用救援。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七

xx年7.4—7.13号，我参加了由联盛公司举办的《矿山救护队》



的培训，在此期间，我学会了很多关于救护队的知识并将它
们能够熟练应用。

我们的训练队伍是由来自联盛和福山九个煤矿的五十多个人
组成的。训练日程非常紧张，一天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们的军训时间是上午6-7点，下午5-6点，培训时间在上
午8-12点，下午3-5点。时间很紧，而我们要学习的东西非常
多。

我们主要是学习在矿山发生危难时如何进行救援。熟练掌握
自救呼吸器的原理、构造以及使用是我们培训的主旋律。

培训的老师让我们实际观看了自救呼吸器、一氧化碳鉴定器，
给我们讲解了他们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熟
练的应用它，老师让我们亲自使用这些仪器。更有趣的是，
为了让我们适应救援时的环境，有一天让我们背着自救呼吸
器在山上跑呢！理论加上实践，我们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使
用方法。

作为一名合格的救援队员，我们需要很好的体力和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灾难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准
备。就连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爬山，这种近乎魔鬼式的训练
让我们体会到了救援时的紧迫和突发性，生命一份不容等待
的急迫。

在培训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首先，作为救援队，我们是
一个团队，我们需要有高度的团队合作精神。只有靠团队齐
心协力的努力，我们才能出色的完成我们的任务，无愧于党
和人民对我们的栽培。其次，超强度的训练要求我们吃苦耐
劳、有决心、毅力、和奉献精神。这也是我们90后新生一代
最缺乏的东西。在训练过程中，我体会到了灾难的突发性，
生命的脆弱与可贵。经历了这次的培训，我对生命有了一种
敬畏，这更培养了我的责任心。



感谢联盛公司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给我这个90后上了
如此生动的一课。而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会不负众望，
在以后的救援行动中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任务，给党和人民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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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八

自然灾害常常发生，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如何在自
然灾害中应对处置，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技能。最近，
我参加了一次自然灾害应急讲座，讲座内容深刻，实用性强，
让我深刻认识到了自然灾害应急所需注意的事项和技巧，也
让我学到了很多生命安全保护的方法。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
体会。

首先，讲座中强调了防范和预警的重要性。防范是避免事故
的发生，预警则是在可能出现事故的情况下提前通知。这两
方面的内容都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在防范方面，我们可
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小灾害对人们的伤害。例如，研发紧急
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学习一些常见的医疗急救技
能等。而预警方面，则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如对于各种灾



害的表现形式的了解，天气变化的观察，灾害发生时的紧急
联系方式等。

其次，讲座中对于生命安全保护的方法也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如果我们的判断正确，采取合理的行动，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对我们的影响。在课上我了解到，
在地震、山洪等灾害发生时，最好的方式是寻找有抵抗力的
结构物避难，如桥墩，大树等；在火灾、爆炸等突发事件中，
最好的方式是及时逃跑，只有逃离现场，才可以保障自己的
安全。同时，我们在应急时，也要尽量不要惊慌失措，保持
冷静，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获取和传递信息，例如短信、电
话等。

然后，在讲座中我了解到组织救援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自然
灾害发生后，我们要第一时间通知当地政府，报告灾情。同
时，我们也可以主动参与救援行动。救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工作，在这些行动中，我们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救援技能和
知识。比如灾区急救、疏散逃生、水上救援等等。在参与到
救援行动中，我们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做好防护工作，才能
更好的去组织和开展救援工作。

最后，在讲座中也提到了一些预防措施，帮助我们防止发生
自然灾害。其中包括了对于环境的保护、对于天气的观察和
提前预防等。环境污染会严重影响到天气环境的质量，进而
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我们应时刻注意环境保护，做
好垃圾分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障自然的恢复。天气变
化无法控制，但是提前预防可以大大降低灾害的发生。我们
可以紧紧拥抱科技，利用科技产品来观察世界变化，及时应
对天气变化，提高自己的生活安全指数。

总之，此次自然灾害应急讲座，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安全意
识，对我们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我们
应时刻关注天气、警惕自然灾害的发生，同时我们也应反复
地学习这些应急讲座的知识，不断提升我们的安全意识和应



急技能，增强自己的生活安全保护意识，更好地应对或者预
防自然灾害。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九

自然灾害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们可能来自天
气、地质和气候等自然原因。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有许
多现代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
然灾害依然会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如何有效地
面对自然灾害，让我们赢得更多时间提前准备好应急措施，
是一个全人类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有关
自然灾害应急的讲座，让我深深感触到了应对灾害时的必要
性和应该注意的要点。

首先，我们需要充分了解不同自然灾害的种类以及每一种灾
害可能带来的威胁。自然灾害的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暴雨、
洪水、地震、泥石流等等。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危
害也是不同的，因此对每一种自然灾害都有必要进行认真的
全面了解。在讲座中，我了解到，暴雨和洪水往往会带来水
灾，对人们的住房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地震会带来以
强烈的摇晃形式影响地面和建筑，如何躲避瓦砾和掌握救援
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泥石流则常常会带来滑坡和坍塌等灾害。
了解并了解每种灾害的真实情况和可能的影响，才能让我们
更好地应对它们。

其次，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应急计划并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
情况。在灾害来临之前，我们要保持镇静，并制定好自己的
应急计划。例如，如果家里发生了地震，我们需要学习如何
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提前预留出应急口粮和水、点燃照明
设备、密封室内可能会被污染的物品、要在紧急情况下保持
冷静等。在讲座中，我们认真学习了灾害应急预案的制定步
骤和流程，了解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正确地使用现有的工具
和设备。通过制定应急计划，我们可以有效地提前应对可能
发生的困难。



第三，一个团队能力的演练和正确的地点选择也非常重要。
万一灾害发生，团队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演练过程中，
我们会意识到一个团队的防灾应急能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扬的
原因是因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团队成员之间互相配合
的默契程度不够，演练的地点选择不正确等。因此，在开展
灾害应急演练时应非常注重这些细节方面的要点，确保团队
之间形成相应的默契和全面合作，永远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

第四，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让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具适应性。在
自然灾害发生时，很多因素都会受到破坏和影响。比如说，
生活、家庭、环境等都可能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在面对自
然灾害时，我们需要思考自己的适应能力，了解如何在短时
间内使自己和整个身边的生活尽可能地恢复正常。在讲座中，
我们意识到在灾害发生期间，及时组织疏散、适当的安排精
神活动、和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合理的分工配合等也是非常重
要的。

最后，我们需要始终保持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视，这也是
讲座总体上最重要的思想。自然灾害也许无法被完全预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从自然灾害中学习到的知识、更好的自我
保护能力和适应力、和我们自己绝对信任的伙伴之间的联系
等方式，提高应对灾害的水平。我们必须做到始终保持警惕，
并努力预测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灾害，决不能让灾难阻碍我们
继续前行。

在讲座结束后，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团队能力已经显著增强。
因为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方法来确保灾害发生时我们能迅速
做出反应。此外，在听取了这位专家的分享之后，我也开始
衡量自己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总体而言，这次讲座有益
于提高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准备好应
急计划，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虽然我们无法预言未来，
但只要始终保持适应能力，学习如何生活在灾害环境之中，
我们就可以在灾难中始终保持呼吸，争取更好的未来。



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心得篇十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确保医疗
安全，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医务科定于3月31号下午15：
00点在门诊五楼会议室举办全院医务人员“常见急危重症的
快速识别要点与处理技巧”培训会。

本次培训围绕“常见急危重症的快速识别要点与处理技巧”，
同时进行业务学习考核，旨在增强医务人员应急处理能力。
现将本次医务人员考核情况汇总分析如下：

1、全院应考医务人员实考90人，补考人数11人，参考
率98.9%，合格率为99%。

2、考试题型结构为为：问答。

3、根据考试成绩结合培训会现场观察评价，大部分医务人员
学习态度认真。同时仍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医院医务人员数
量紧张，临床任务重，忽略了学习，或有时休息不足，没有
时间充分学习。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进措施。加强对新分配
人员的管理，理论联系实际，采取多种方式督促进行学习，
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对个别有能力但未下工夫复习者，加大
奖惩力度，使医务人员树立荣誉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巩固相关专科知识，提高医务人员整体素质，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

通过行之有效的业务学习培训与考核，卫技人员的应急处理
和临床工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核
心制度得到有效落实，进一步夯实了医院的基础医疗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