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演讲稿 防灾减灾班会演讲稿(实用8
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
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
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防灾演讲稿篇一

大家早上好！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堪称国家
和民族史上的重大灾难。灾害发生后，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坚强。为了表达对地
震遇难者的纪念，弘扬团结抗灾的精神。2009年3月2日，国
家减灾委、民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
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1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提高灾
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这也是李老师今天国旗
下讲话的主题。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知识。

1、如果正在上课，地震来了，同学们一定在要在老师的指挥
下，迅速抱头，闭眼，赶快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

2、第一次震感过后，大概也就是在几十秒钟，仍然在老师的
指挥下迅速、有序的，抱头，撤离教室，在楼道里不要惊慌，
不要喊叫，不要拥挤，避免踩伤，摔伤，冲出教学楼，冲向
操场。

3、如果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可原地不动，蹲下或趴下，双



手护着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

4、应该强调的是千万不要跳楼不要到窗台边，上去他不要到
走廊的护栏边上去，应该迅速撤离教室、教学楼。

老师们，同学们，虽然我们现在无法避免地震的发生，但我
们可以通过掌握预防和减少地震灾害的知识本领使损失降至
最低。让我们加强防灾减灾知识学习，共建我们丁兰和谐幸
福校园！

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二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珍爱生命》

20xx年，每年的5月12日被设为全国“防震减灾日”。“防震
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去的人们，也
是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
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限度地减轻自
然灾害的损失。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镇静，任何突发应急事件不要慌乱。

第一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准备活动要充分，运动时要注意不
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或摔伤。

第二.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踏事件
的发生。

老师的帮助解决。

第四、现在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
节，教室、宿舍要多通风，注意个人卫生，停止传染病的发



生。更不要私自下河游泳。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珍爱
生命，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时刻注意防灾减灾，做到警
钟长鸣!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防震减灾。

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我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
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
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活跃。根据往年地震
监测资料统计显示，我国大陆发生5级地震的频率每年大概20
次，发生6级地震的频率每年大概3～4次，发生7级地震的频
率3年大概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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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预报而突遭地震袭击时，首先请大家要镇静，保持头脑
清醒。由于强烈振动只有几秒到几十秒钟，时间短促，所以
应采用“就近避震”的方法。

如果是在家里遇到地震，首先要关闭液化气，切断电源，以
防发生火灾；接着就近躲在坚固的家俱下（如床铺、饭桌下
等），也可以躲在内墙角或开间小的卫生间，待震后再撤离
到外面空旷的地方，以防余震。

如果在室外行走遇到地震，千万不要躲在广告牌、霓虹灯架、



电线杆等处，迅速跑向空旷的地方躲避，蹲下，双手抱头。
需迅速跑向空旷的地方躲避，蹲下，双手抱头，最好能用身
边的包或软的物品护住头。

如果在学校教室上课或在大礼堂开会突遇地震，千万不要惊
慌外逃，乱跑乱挤反而会造成踩伤、挤伤、压伤，酿成不可
想象的后果。同学们可暂避在课桌下，背向窗户，并用书包
保护头部，待地震平息后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而有秩序地跑
向操场等空旷地方。如果你就在操场上时，应迅速跑到中间，
万万不能躲在架子下、墙角边，更不要跑回教学楼，以免被
倒下的墙或掉下的玻璃、砖块砸伤。震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

“知震”才不会“恐震”。地震虽然无法预料，但我们可以
未雨绸缪，多学习一些科学防震和安全逃生知识，做到防震
减灾，以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的讲话结束了，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四

一年前发生在四川汶川的一场地震灾难成为了13亿中国人彻
骨铭心的疼痛;一年后，国务院还规定每年的5月12日为“防
灾减灾主题日”。为了提高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对于
增强防灾减灾自救互救能力，有效减少人员伤亡我们今天进
行了一次防灾减灾疏散演练活动。

安全重于泰山，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一个国家而言，
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对一个单位而言，能使其毁于一旦的
只有安全;对个人而言，生活的幸福来自安全，人生的快乐首
当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社会的稳定，
就没有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安居乐业。

学校是人员密度较大的场所，一次严重的安全事件都会给学
校带来灭顶之灾，学生的平安牵动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学校
兴盛的前提和保障，安全责任要常抓不懈。今天，我们举行
的这次防震安全逃生演练，是对学校安全措施的一次再落实，



是对学校师生员工安全防范意识的一次再强化，是对提高大
家安全逃生技能的一次实地演练和培训，也表达了学校对学
校安全工作持之以恒、紧抓不放的决心。

对这次活动，我们用以下的几句话进行概括、点评：各班教
师高度重视，组织有序;参演学生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动作
要领规范到位，活动安全有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要求。
对于这样的演练活动，我们要经常化、常态化，要采取突然
进行和有准备进行多种形式。全体师生务必高度重视，积极
参与。让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平安学校，建设和谐校园。

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xx年5月12日。记得20xx年的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
吗?6万9千多同胞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今天，在
祭奠死难的同胞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
在了我们面前——如何将灾难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按
照国务院规定，从今年起，每年的5月12日为“减灾防灾”日，
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全国第8个“减灾防灾”日。今年的教育主
题是：防灾、减灾，创建和谐校园。

据了解，我国每年大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中小
学生因安全事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
天有40多人，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校
园安全涉及到青少年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安全隐患有20种之多，
其中包括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火灾火险，溺水，体育运动
损伤等等。这些都时刻在威胁着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有



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提高我们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
力，80%的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的。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欠缺安全防卫知识，自我保
护能力差，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自身安全，杜绝危险行为。

1、远离危险物品，严禁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
易爆或有毒，有害和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校园。

2、按时作息，径直回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3、做好卫生防疫，防病工作。不带零食进校园，防止食物中
毒，防止传染病传播。生病或出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治疗并
向学校报告。

4、积极开展"反敲诈，保安宁"活动，坚决打击侵犯，教唆，
引诱未成年人的犯罪。当遇到敲诈抢夺时，应立即向老师，
家长报告。要熟记特殊电话：巡警：110火警：119急救：120
交通事故：122。

5、不要进入网吧，避免使学习受到影响，身心健康受到污染
和受到人身伤害。

6、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下，了解防火，防电，防毒，防盗，
防受骗等知识。了解家中各种设施，如热水器、燃气灶、电
器等的使用方法和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及注意事项。

7、注意活动安全，特别是进行体育活动时要防止给自己和他
人造成伤害;不要到危险场所游玩。如：高压塔下;铁路，公
路旁;变压器下;河，潭，坑边;工厂生产区和仓库;建筑工地;
废弃无人居住的房屋;防空洞，地窖，水坑附近;屋顶，树梢，
墙头等。

8，掌握躲避坏人伤害的方法，注意自我保护。不要接受陌生
人的礼物，不要让陌生人尾随自己回家，不向外人泄露家中



的作息习惯，经济状况等。不随意在外留宿。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任何时候应该把自身的
安全放在第一位，珍惜宝贵的生命。但是，保障我们的健康
安全地成长仅靠教师，家长跟随在身边保护是不够的，希望
我们增强安全意识，学习和了解必要的安全知识和自我保护
本领，培养自护自求能力。愿同学们健康茁壮成长!谢谢大
家!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防震减
灾。

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我国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
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和
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地震断裂带十分活跃。根据往年地震
监测资料统计显示，我国大陆发生5级地震的频率每年大概20
次，发生6级地震的频率每年大概3～4次，发生7级地震的频
率3年大概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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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临震预报而突遭地震袭击时，首先请大家要镇静，保持
头脑清醒。由于强烈振动只有几秒到几十秒钟，时间短促，
所以应采用“就近避震”的方法。

如果是在家里遇到地震，首先要关闭液化气，切断电源，以
防发生火灾;接着就近躲在坚固的家俱下(如床铺、饭桌下等)，
也可以躲在内墙角或开间小的卫生间，待震后再撤离到外面
空旷的地方，以防余震。

如果在室外行走遇到地震，千万不要躲在广告牌、霓虹灯架、
电线杆等处，迅速跑向空旷的地方躲避，蹲下，双手抱头。



需迅速跑向空旷的地方躲避，蹲下，双手抱头，最好能用身
边的包或软的物品护住头。

如果在学校教室上课或在大礼堂开会突遇地震，千万不要惊
慌外逃，乱跑乱挤反而会造成踩伤、挤伤、压伤，酿成不可
想象的后果。同学们可暂避在课桌下，背向窗户，并用书包
保护头部，待地震平息后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而有秩序地跑
向操场等空旷地方。如果你就在操场上时，应迅速跑到中间，
万万不能躲在架子下、墙角边，更不要跑回教学楼，以免被
倒下的墙或掉下的玻璃、砖块砸伤。震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

“知震”才不会“恐震”。地震虽然无法预料，但我们可以
未雨绸缪，多学习一些科学防震和安全逃生知识，做到防震
减灾，以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我的讲话结束了，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六

2008年发生在四川汶川的一场地震灾难成为了中国人彻骨铭
心的疼痛；一年后，国务院还规定每年的5月12日为“防灾减
灾主题日”。为了提高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对于增强
防灾减灾自救互救能力，有效减少人员伤亡我们今天进行了
一次防灾减灾疏散演练活动。

安全重于泰山，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对一个国家而言，
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对一个单位而言，能使其毁于一旦
的只有安全；对个人而言，生活的幸福来自安全，人生的快
乐首当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社会的稳
定，就没有各项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安居乐业。

学校是人员密度较大的场所，一次严重的安全事件都会给学
校带来灭顶之灾，学生的平安牵动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学校
兴盛的前提和保障，安全责任要常抓不懈。今天，我们举行
的这次防震安全逃生演练，是对学校安全措施的一次再落实，



是对学校师生员工安全防范意识的一次再强化，是对提高大
家安全逃生技能的一次实地演练和培训，也表达了学校对学
校安全工作持之以恒、紧抓不放的决心。

对这次活动，我们用以下的几句话进行概括、点评：各班教
师高度重视，组织有序；参演学生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动
作要领规范到位，活动安全有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要求。
对于这样的演练活动，我们要经常化、常态化，要采取突然
进行和有准备进行多种形式。全体师生务必高度重视，积极
参与。让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平安学校，建设和谐校园。

谢谢大家！

防灾演讲稿篇七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安全牢记心中，5.12防灾减灾
日》。

祖国的未来属于我们，我们未来的生活将是多么美好。但是，
生活中还有许多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我们需要增强自我保
护的能力。据统计，去年，我国有1．6万多名中小学生因食
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等导致非正常死亡。人类社会还面
临着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威胁。据统计，台风、洪灾、地震、
泥石流等各种自然灾害每年给人类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大量事实表明，防灾减灾的意识不强，自救互救知识缺乏是
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是人类社会永远不变的追求。我们要对
每一个生命负责，通过各种办法，增强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和避灾自救意识，使公众能够掌握避灾自救基
本常识、专业知识和技能技巧，提高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综合素质和避灾自救能力，把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减少到
最低程度。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到注意饮食卫生安全、注意交通安全、
注意防盗防骗、注意活动安全、注意用电安全。

下面就交通安全方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小学生交通安全规则：

1、学习和遵守交通法规，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2、了解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的基本知识，明白其内容要求；

4、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
拉人力车；

5、横过车道时，应走人行横道，横列不超过两人；

7、乘坐汽车讲文明，不将头手伸出窗外；

8、乘坐两轮摩托车须带安全头盔；

9、遇交通事故应及时报警或就近告诉老师、父母或他人，不
要在事故现场围观。

同学们，面对危险和困难，我们该怎么办？让我们行动起来，
学习和掌握自护自救的知识，团结起来，互帮互助，从容地
面对危险和挑战，让我们与自护相伴，与平安同行！

防灾演讲稿篇八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5月11日，我演讲的主题是：学习科学，认识地球，防
震减灾，做一个成熟的地球公民。

我国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地处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洲次大陆
板块的结合部位，受这两大板块的共同作用和挤压，形成了



我国西高东低复杂地形地貌。著名的地球之颠珠穆朗玛峰就
是地壳运动的结果，板块漂移的杰作。

学习科学，认识地球，预测地震。

人类对地球内部构造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我国最优秀的
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波等人，经过长期的科学实践，认为
地震等自然灾害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截止目前，运用李四光
的预测理论，我国已经成功地预测了地震活跃带上14次6级以
上的地震其中的10次，准确率达70%。

地震还是有些前兆的，比如讲，有的动物会有特别的反
应，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前，动物园的好多动物就乱跑嘶
鸣，这次汶川大地震前一两天，上万只青蛙集体搬家，只不
过人们大多麻木，没有重视和警惕，所以，人们也要好好向
动物学习，这门学问叫仿生学。

同时，不论何时何地，要有防患危机意识，当灾难降临时，
不要慌乱，或就地卧倒，或在老师的指挥下有序疏散撒退到
操场上，要学会自救自护，1995年9月20日临沂苍山发生5.2
级地震，地震本身没砸死一个人，却造成320人受伤，其中56
人重伤，其中绝大多数为震时学生跳楼受伤或争抢外逃而被
挤倒踩伤。然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青龙县几十万乡亲无一
伤亡，这次汶川大地震，安县桑落中学2200名学生毫发无损。
都因为积极有为，平时防微杜渐，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

我们这个世界，有的人不幸死于象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也
有不少人是死于无知，所以我们每一个公民，从小就要多学
习一些科学知识和自救自护安全逃生知识，了解地理学、仿
生学，就可以做到防震减灾，我相信，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
进展，人类终将变得越来越成熟，人们能够象预报天气那样
准确性地预报地震，从而保护生命，减少损失。

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