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好
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
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篇一

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地震时我们该怎么办？”上
星期，学校开展了地震演练活动，同学们都认真对待，积极
配合老师，可是有一小部分同学嘻嘻哈哈，认为地震根本不
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
约有500万次。地震，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是一种经
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它破坏力很大，往往发生在瞬间。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防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多学习掌握一
些抗震技能。

如果我们在上课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迅速抱头，闭
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背向窗户，用书包保护头部。服从
老师指挥，有组织地撤离，防止出现踩踏意外，不可慌乱冲
出教室，不可跳窗逃生。

如果我们在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躲在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如果我们逛书店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选择结实的柱子
边或内墙角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
玻璃橱窗或柜台，不要慌乱，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如果我们不幸被埋压，怎么办？设法用砖头、木棍等支撑残
垣断壁，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以防余震时再被埋压，



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
火，闻到煤气及有毒异味或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服捂住
口、鼻，不要乱叫，保持体力，用敲击声求救。

防患于未然，同学们，中午回家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地震
包”吧。先找一个书包（可以是以前使用过的旧书包或背
囊），里面放一些防灾用品：如口哨、手电筒、急救药品、
火柴、蜡烛、毛巾、绳索、毛毯、写有家人血型的卡片等等，
可以再放两瓶矿泉水及一些固体食品（譬如饼干、花生）。
记得这些食品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因为放久了会过期的`。
接着把这个“地震包”放在家门口一个醒目并且容易拿到的
地方。如果灾难真的发生时，这个“地震包”或许会挽救我
们的生命。

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篇二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地震是一种使人类文明毁于瞬间的巨大天灾。它的发生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目前的地震预报水平还不能准确地说
出它将要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探
索，我们有办法减轻地震所造成的损失，这就是“防震减
灾”。为提高全校师生的防震减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的技
能，降低震灾损失。现将有关地震和减灾的常识介绍如下：

动物行为异常大体有三种：兴奋型异常，如惊恐不安、不进
圈、狂吠、如癫如狂，仓皇逃窜、惊飞、群迁等；抑制型异
常，如行为变得迟缓、或发呆发痴、不知所措、不肯进食等；
生活习性变化，如冬眠的蛇出洞、老鼠白天活动不怕人、大
批青蛙上岸活动等。

地声多数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但也有出现在震前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声音类似于机器轰鸣声、雷声、狂风呼啸声、
石头相互摩擦声等。地光：一般出现在临震前或震时，也有
出现于震前数小时或更早的；形状各异，有带状光、片形光、
球状光、火样光、柱状光等；颜色多呈红、白、紫、橙等色。

抓住时机，利用预警时间紧急避震。大地震的发生虽然十分
突然，但在大地强烈震动之前，仍能出现一些人们能够感觉
到的有关现象。据统计，预警时间可达十几秒，少数可达20
秒以上，在20秒以内的占83%，平均预警时间为13.6秒。地震
时，人们如果能抓住预警时机就会有生的希望。

一、地震时不能滞留在床上，不能站在房间中央。因为这都
是身体最暴露、最不安全的地方。应立即躲在牢固的桌下或
床下；低矮、牢固的家具边；开间小、有支撑的房间，如卫
生间；内承重墙墙角。千万不能跳楼，不要到阳台、外墙边
或窗边去，也不要到楼梯去，更不要去乘电梯。如果你住平
房，地震时应立即躲在炕沿下；牢固的桌子或床下；低矮、
牢固的家具边。不要躲在屋顶大梁下、窗户边；不要靠近不
结实的墙体；不要破窗而逃，以免被玻璃扎伤或摔伤。如果
你正在学校上课，就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震时千万不能慌乱拥挤外逃，待地震过
去后再由老师带领，有组织地疏散；如果教室是楼房，一定
要记住不要跳楼，不要拥向楼梯。当你在操场或室外时，若
在开阔地方，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
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不要乱跑、乱
挤，待地震过去再按老师指挥行动。

就地蹲在排椅下，用书包等保护头部；避开吊灯、电扇等悬
挂物。等地震过后，听从服务员指挥，有组织地撤离。在商
场、书店、展览馆等处，应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低矮家
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
护头；避开玻璃的门窗、橱窗和玻璃柜台；避开高大不稳和
摆放重物、易碎品的货架；避开吊灯、广告牌等悬挂物。



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和构筑物。如楼房，特别是玻璃幕墙的
建筑、高烟囱、水塔等。注意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
变压器、电线杆、广告牌等。注意避开其他危险场所，危旧
房屋、狭窄的街道、墙等。

应迅速离开山边、水边等危险场地，选择开阔、稳定地方就
地避震；蹲下或趴下，以防摔倒；背朝风向，以免吸进有毒
气体。避开河边、湖边，以防河岸坍塌而落水。避开陡峭的
山坡、山崖，变压器、高压线及生产危险品的工厂或危险品
仓库，以防发生意外事故时受到伤害。地震发生后，如果被
埋压不能自行脱险时，一定要沉住气。先试着把双手从压埋
物中抽出来，保护自己不受新的伤害。震后，余震还会不断
发生，你的环境还可能进一步恶化，这时你要保持呼吸畅通，
尽量挪开脸前、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设法
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倒塌物、悬挂物或其他危险物。如果
暂时不能脱险，就要保存体力，不要大声哭喊，勉强行动，
尽量闭目休息，维持生命。同时还要与外界联系，当听到人
声时用石块敲击铁管、墙壁以发出呼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只要你掌握了以上知识，灾难面
前，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篇三

大家早上好！的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在我国四川省发生
了一次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8级大地震，强度之大，波及面
之广前所未有。许多地方都被夷为了平地。地震到来之时，
正是学校上课的时间，有近几十所中小学校在强大的地震前
瞬间倒塌、摧毁，许多学生和老师失去了生命；4月20日，四
川省芦山再次发生7.0级大地震。3月2日，国家减灾委、民政
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
国“防震减灾日”。5月6日至13日为“防震减灾日”宣传周。
今天利用国旗下讲话时间，对大家作一些警醒和提示：



首先老师要讲一下地震发生时逃生常识：

地震具有突发性，使人措手不及，地震开始时，如果正在屋
内，切勿试图冲出房屋。权宜之计是躲在坚固的床或桌下，
倘若没有坚实的家具，应站在门口，门框多少有点保护作用。
应远离窗户，因为窗玻璃可能震碎。如在室外，不要靠近楼
房、树木、电线杆或其他任何可能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尽可
能远离高大建筑物，跑到空地上去。为免地震时失去平衡，
应躺在地上。

倘若附近没有空地，应该暂时在门口躲避。切勿躲在地窑、
隧道或地下通道内，因为地震产生的碎石瓦砾会填满或堵塞
出口。除非它们十分坚固，否则地道等本身也会震塌陷。

地震时，木结构的房子容易倾斜而致使房门打不开，这时就
会眼睁睁地把命丢掉。所以，不管出不出门，首先打开房门
是明智之举。发生大地震时，搁板上的东西及书架上的书等
可能往下掉。这时，保护头部是极其重要的。在紧急情况下
可利用身边的棉坐垫、毛毯、枕头等物盖住头部，以免被砸
伤。

地震时，大桥也会震塌坠落河中，此时停车于桥上或躲避于
桥下均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如在桥上遇到地震，就应迅速
离开桥身。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
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岸边的小舟就十分危险。此时，
最好是迅速离开沙滩，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

如果在学校或公共场所一旦发生地震，首先要做到听从老师
或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千万不能慌乱、拥挤。应就地蹲在
桌子或其他支撑物下面，用手或其他东西保护头部，尽量避
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

待地震过后，听从指挥，有组织地迅速撤离。



同学们，我们国家对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视，为了防止及降低
各类伤亡事故的发生，在全国“防震减灾日”到来之际，我
们来审视我们生活学习的行为，我们应该在每个行为细节中
都要靠近安全远离危险，做到：上下楼梯慢步轻声靠右行，
课间在教室、校园内不打闹，不追逐；体育课上严守上课纪
律，听从体育老的`话，不无故生事。另外，做到预防传染病
的发生，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我们要提高个人免疫力。做
到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睡眠充足、勤于锻炼、减少压
力、足够营养。避免接触发热、咳嗽、流涕等流感症状的病
人；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同学们！万思安全最重，安全在于未然防范，让我们牢记安
全生于泰山，树立安全的意识，时时想安全，处处讲安全，
居安思危，就一定会创造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我们的生
命将会更加亮丽！

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篇四

刚才，学校模拟了地震发生时的情况，我们高兴地看到，警
报发出后，同学们沉着冷静，利用课桌、书包等有效地进行
了自护，紧接着又按照学校预案快速有序地疏散，全校xxxx
余名师生，用时1分40秒，全部撤离到安全场地，又一次圆满
地完成了应急减灾安全疏散演习任务。在此，我谨代表学校
向全体同学表示热烈祝贺！向为本次演习付出辛勤劳动的各
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师们，同学们，我校高度重视地震、消防等防灾演习工作，
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安全疏散演习，2015年x月xx日，我校成
功举办了全市性应急减灾演习工作，当时演习的.内容之多，
场面之大，至今还令人难忘。此外，我校还一直坚持利用多
种形式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受到了社会一致肯定与好评。
在此，我高兴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已经被省科协、
省教育厅和省地震局正式命名为：安徽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
学校。这一殊荣来之不易，可喜可贺！



老师们，同学们，刚才的演习也暴露了部分班级还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有些学生觉得好玩，偷偷地在嬉笑，极不严肃，
影响到其他同学；有些学生没有躲避的动作或动作太慢，姿
势不够正确......这些问题今后一定要纠正，同学们要记住，
这不是游戏，这是保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希望通
过这次演习，大家能进一步增强防震、防火等安全意识，培
养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同时，还要通过每一个学生，带动每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一个“宁
静、舒适、安全、和谐”的学习乐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
康快乐地成长。

最后，我还要郑重说明的是，我们今天进行防震减灾疏散演
习，只是为了提高增强学生防震减灾安全意识，掌握应急避
险技能而进行的常规工作，绝不意味着地震即将来临，请全
体师生不要误解，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科普同行演讲稿篇五

大家上午好，今天国旗下讲话时间，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地震避险的有关常识。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2008年5月12日无疑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
忘却的惨痛记忆。这一天下午2时28分，在我国的四川省，一
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在瞬间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在
瞬间灾区的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在瞬间5300多名在校
学生遇难或失踪。地震至今为止无法准确地提前预报，但掌
握一定的避震常识和技能，可以让我们遇震不慌，降低危险。

地震灾害从发生到建筑物被毁坏平均只有12秒，必须根据所
处的环境迅速作出抉择。如来不及撤离建筑物，千万要冷静，
充分利用建筑物内的避震有利部位，如坚固的桌椅下、睡床



下，逃往小跨度的厨房、厕所、小房间、墙角，最好找一个
可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万万不能在窗户、阳台、楼梯、电
梯及附近停留。地震时如果在商场、影剧院等公共场所，应
就地蹲下或躲在椅子及坚固物品旁边，注意避开悬挂物，用
包或手护住头部，等地震过后再有序撤离。如果在户外，要
就地选择开阔地避震：蹲下或趴在地上，以免摔倒；不要乱
跑，避开人多的地方；用书包等保护头部；不要随便返回室
内。避开高大建筑物，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

在学校，避震主要有两个环节：一是震时避震，二是震后疏
散。

震时避震有如下要点：

1、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将身体尽量缩成一团，迅速抱头、闭
眼、躲在各自的课桌、餐桌或床下（旁），靠外墙的学生尽
量往里靠。

2、在操场或教室其他地方的师生，应该到室外合适的地方
（如：空旷场地或到疏散区）去躲避，原地不动蹲下，双手
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如围墙、电线杆
等）。千万不要回到教室去。

紧急疏散有如下要点：

1、要有顺序地疏散，从就近楼梯下楼，下楼时要走楼梯内弯，
不准在楼梯或走廊内互相拥挤，避免跌倒。

2、相关老师应在每层楼梯把守，指挥学生有秩序地疏散，学
生和疏散人员要听从指挥有序疏散。

3、疏散过程中，行动要迅速，排队有秩序地前进，不要争先
恐后、慌乱奔跑。下楼梯时必须走，在平地上可以有秩序地
小跑，迅速转移到指定位置。



4、疏散过程中，可以用书包、双手等护头，以防被砸伤。

5、疏散途中尽可能不要穿过建筑物，要尽量避开建筑物和电
线。

明天大课间时间，我们将开展一次室内就地避震演练，第一
节课下课以后，各班班主任及时进班，到时将以哨音为令，
三声急促的哨音响过以后，各班学生在班主任的指导下迅速
避险，到再次响起三声长哨音，室内演练结束。班主任总结
演练情况，进一步做各种情况下的避险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