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模板5篇)
方案可以帮助我们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明确目标的具体内
容和实现路径。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
写一篇方案。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方案应该怎么去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篇一

教育学生树立安全意识、增强自卫和防范能力，从而全面提
高学生避险和反暴力应急自救能力。

1.播放3月1日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视频，
向在此次事件中罹难的群众致哀。

2.着重针对“3.01事件”进行分析，常见恐怖袭击手段有哪
些?

常规手段：

(一)爆炸。炸弹爆炸、汽车炸弹爆炸、自杀性人体炸弹爆炸
等;

(二)枪击。手枪射击、制式步枪或冲锋枪射击等;

(三)劫持。劫持人、劫持车、船、飞机等;

(四)纵火

3.组织学生学习应对措施以及受伤后的自救方法

(一)国人最不好的习惯就是看热闹和围观。

(二)自我保护永远第一位!



(三)无需见义勇为，无需挺身而出，保护好自己，提供线索
和信息即可。

美国民众遭遇恐怖袭击三条准则：逃、躲、战。能跑马上跑，
或者藏起来，藏不住就和他们拼了。

5.面对发生的恐怖事件我们如何反应?

(一)不传播血腥画面。

(二)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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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篇二

:全校师生

校门内中心校道

1、领导小组:

组长(校长):

副组长(副校长):

成员:

职责:建立预防措施、加强应急教育，负责组织、领导、决策、
协调。

2、应急小组成员:。

职责: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组织各年级安全疏散。



3、教室内由上课老师负责，按学校广播指令有序组织学生。

场景设置:上午上课期间，有几名歹徒企图强行进入校园(详
情见附表2)，威胁师生安全。

1、持*歹徒从校外强行闯入校园，门卫与之发生争执，安保
人员阻拦，安保人员与歹徒周旋、劝告，门卫打电话报告总
务处。

2、学校应急小组成员迅速到位(三分钟内到达现场)，各成员
手持器械。

3、副主任及时*(110、120)

4、校内师生听到校园广播后，运动场学生迅速疏散到体育室、
信息技术楼；教室学生在上课老师组织下关严门窗，并用台
凳顶住门，躲避到安全位置，保持安静。利用身边能利用的
物品，做好自卫准备。

5、不用上课的男教师迅速到教师阅览室取护卫棒到事发地点，
女教师自行进入安全区域。

6、安保人员、学校应急小组成员联手制服(或稳住)入侵歹徒。

7、把歹徒移交*察处置。

8、*察点评，学校进行总结，并进行防暴恐逃生知识培训。

1、与沿*出所联系，请派出所*官对演练进行指导。

2、请派出所*官在演练前对学校安保人员、学校应急小组成
员进行培训。

3、召开专题演练会议，明确演练的目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4、各班班主任组织学生学习演练方案，让学生讲明演练的程
序、内容、时间和纪律要求、疏散演练到达的区域，强调演
练是预防*的模拟联系，以免发生误解，引发谣传。

5、总务处对演练的疏散路线、必经之处和安全地带进行认真
检查，消除障碍和隐患，确保线路通畅和安全。

6、各年级分管领导、年级组长检查教师到位情况，督促班级
教师到位组织。

1、相关要求:

(1)不惊慌，听从指挥，服从安排。

(2)保持安静，动作敏捷、规范，严禁推拉、冲撞、拥挤。

(3)疏散时速度不能太快，确保安全。

(4)按规定路线疏散，不串线。

(5)各班认真对待，严密组织，避免危险情况发生。

2、注意事项:

(1)演练前对学生进行教育，讲清演练的要求，注意事项。

(2)防暴*报发出后，组织、带领学生疏散指定地方避险。

(3)组织指导学生关严门窗，在教室内保持寂静，避免引起歹
徒注意，就地获得防暴工具，做好防暴准备。

(4)做好学生心理疏导，教育学生沉着应对，团结互助，听从
指挥。

(5)组织并随班级学生疏散，密切关注演练现场，维护纪律，



防止意外。

(6)应急铃信号解除后，组织学生到*场集中进行总结、点评。

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篇三

（一）分级、分类管理，以不同的响应方式应对不同等级的
挑战。

以往的应急预案没有对校园遇到恐怖暴力的进行分级，在现
实当中，遇到一人或多人入侵施暴，**凶器有所不同，应对
安全挑战的学校不同（幼儿园、中小学、大学都有所不同），
不可能以一套方案为模板去应对所有的安全挑战，所以应当
制定不同级别的处置方案应对不同的安全挑战。

（二）以人为本，纵深防御为主，次第应对安全挑战。

以往的处置方案过对人员的人身安全关注得不够，一方面，
对投入处置的安保及协防人员人身安全关注不够。许多方案
中，连同门卫在内的安保人员在报警之后就立刻投入战斗，
一些方案甚至想当然的“擒敌于校门之际”。但实际上，面
对暴力恐怖袭击，只经过简单训练并且只拥有简陋器械的校
园保安和协防的教师，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多数时候并不
能有效的擒拿**。安保和协防人员的策略，应当是：在人数
等于或略多于**时，应当予以牵制，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等待警方赶来；在人员数倍于**时，视具体情况才能发动进
攻。所以，应该优化防御策略，不能想当然地把安全挑战阻
挡在校门外，从校门到教室，有纵深的设置防御策略，有次
序的应对安全挑战。

（三）藏兵于各处，聚而用之，定期训练

以往的处置方案，对于安全装备的存放和领取没有详细说明，
仿佛事情发生，钢叉和盾牌就能“突然间”的装备到保安和



协防人员身上。但在现实中，上述装备往往集中存放于门卫
室或者仓库中，从事发得到信息到集中领取装备必然需要时
间。且把防暴器材集中于门卫室或者仓库存放并不合理，如
果门卫室和仓库已经被**占领，那就直接失去了仅有的防暴
装备。所以，装备应该分散放置于便于管理便于领取的地方，
在需要时由安保和协防人员到各自的装备领取点领取，然后
再奔赴事发地点进行处置。

此外，装备的使用方法和防暴队伍的分工和队形，在日常都
需要进行至少一个季度一次的演练，才能确保在发生问题的
时候能够有效地使用。之后笔者将会在优化后的方案中写明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四）设置最坏的结果，才能有效应对

以往的方案当中，有意的在回避出现伤亡，以及**入侵到教
室、会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怎么办的内容，这些内容本
来应该在预案和演练当中明确，但是在许多真实案例里面这
都是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只有把预案和演练都按照这样最
坏的打算去准备，才能在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有相对充足的
措施。

（一）优化信息的收集反馈和指挥调度

学校的门卫、巡逻保安，应当配备对讲机，校园应当设置综
合指挥中心（应当由学校的广播室改建），把广播、报警、
视频监控的相关设备整合到一起。并配备铁门铁窗，在发生
暴力安全挑战时，能够让调度员或校领导有一个相对安全宽
松的环境指挥全局。

门卫和巡逻保安在发现安全隐患后，应当首先通过自身渠道
迅速报警（一键报警或其他系统），然后通过对讲机呼叫指
挥中心，告知指挥中心**入侵的位置、人数、是否持械，运
动方向等具体情况，报告完毕后，才持械对**予以跟踪和牵



制，并及时汇报相关的动态。

指挥中心值班人员在接到入侵报告后，应当首先用广播告知
整个校园，请所有人员按照预案做好准备。并调度校内安保
和协防力量赶往入侵者处。疏散正在体育场所上课的学生，
关闭教学楼大门和教室门窗，接着再次向110报警，以应对下
一步挑战。

（二）优化每个人的职能

以往的方案中，对话内容太多，各个角色的工作内容往往比
较繁杂，在实操中不免浪费时间，也不容易记得住。在应对
安全挑战中，所有角色的职能应尽可能简化，处置的措施应
当简短并方便记忆，如门卫的流程就是一句话：先报警然后
报告情况，接着视情况予以跟踪牵制。其他的角色亦同，太
复杂的指令和处理手段，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仅容易忘记。

协防人员：听到广播后，到指定地点领取装备，然后赶往事
发地点牵制入侵者，待人员数倍于对手，再视情况进行处置。

指挥中心值班员：听取报告，通报情况，召唤安保和协防，
报警确认信息，然后做好应变。

教室内的师生：关闭门窗，听从指挥，入**入侵到教室，可
持凳子、扫把等物品保护自己，然后往没有**的地方撤退。

过往的方案回避了这些内容，往往通过控制了**就草草了事，
但入侵之后，如果造成了伤亡，应该如何应对，这方面没有
进行演练。另外，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恐怖暴力入侵，如何进
行撤退，也没有进行演练。窃以为这些善后的环节，可以结
合校园的外伤急救以及地质灾害演练结合起来开展。详情可
见细化的演练预案。

笔者将以蓝色（一人徒手入侵）、黄色（一人持械入侵）、



橙色（多人入侵）、红色（持有枪械、毒物、燃烧、腐蚀入
侵）四种演练预案来应对不同的情况。

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篇四

一、幼儿园防恐防暴应急处置组织机构及职责：

幼儿园防恐防暴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幼儿园园长

成员：各班级教师

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幼儿园恐怖暴力事故的应急指挥、协调、
保卫、救援等处置工作。

1.事故发生时，现场教职员工立即报告幼儿园反恐防暴应急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现场教师或负责人要根据事态尽可能的
保护幼儿安全并马上组织幼儿有序疏散，维护现场秩序。

2.恐怖暴力伤害事故重大时，责任人立即拨打医疗救助报警
电话“110”和“120”，报警内容为：“深州市小明星幼儿园
(地点)发生恐怖暴力伤害事故，伤害情况是……，请迅速前
来救助，地址是深州市东安庄乡西安庄村小明星幼儿园”。
待对方放下电话后再挂机。

3.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时间内立即向中心校报告。

4.幼儿园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立即组织各工作小组

到位，按照预案规定职责开展处置救援工作。

1.幼儿园防恐防暴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在警方未到时
保卫师生安全，控制事态发展，按预案有计划地组织教师、



幼儿撤离受伤害地点和危险区域，班级教师清点人数。

2.救助：

(1)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携带医疗器械赶赴现场进行救助。

(2)如有需要，医疗救护组要同时拨打医疗急救电话120。并
根据学生受伤情况，通知有关幼儿家长、教师家属到达现场
或指定医院。

(3)教师维护现场秩序，保护现场，疏通校园内的道路，保安
员在指定路口等待引导120医疗救助车到达指定地点。

(4)准备有关用品，协助抢救受伤教师及幼儿。

3.善后：做好受到伤害幼儿、家属的亲属的安抚、安置工作，
妥善处理相关善后事宜，进行或配合进行事故的调查、调解
等工作，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反恐演练方案及流程篇五

（一）分级、分类管理，以不同的响应方式应对不同等级的
挑战。

以往的应急预案没有对校园遇到恐怖暴力的进行分级，在现
实当中，遇到一人或多人入侵施暴，暴徒凶器有所不同，应
对安全挑战的学校不同（幼儿园、中小学、大学都有所不
同），不可能以一套方案为模板去应对所有的安全挑战，所
以应当制定不同级别的处置方案应对不同的安全挑战。

（二）以人为本，纵深防御为主，次第应对安全挑战。

以往的处置方案过对人员的人身安全关注得不够，一方面，
对投入处置的安保及协防人员人身安全关注不够。许多方案



中，连同门卫在内的安保人员在报警之后就立刻投入战斗，
一些方案甚至想当然的“擒敌于校门之际”。但实际上，面
对暴力恐怖袭击，只经过简单训练并且只拥有简陋器械的校
园保安和协防的教师，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多数时候并不
能有效的擒拿暴徒。安保和协防人员的策略，应当是：在人
数等于或略多于暴徒时，应当予以牵制，避免事态进一步扩
大，等待警方赶来；在人员数倍于暴徒时，视具体情况才能
发动进攻。所以，应该优化防御策略，不能想当然地把安全
挑战阻挡在校门外，从校门到教室，有纵深的设置防御策略，
有次序的应对安全挑战。

（三）藏兵于各处，聚而用之，定期训练

以往的处置方案，对于安全装备的存放和领取没有详细说明，
仿佛事情发生，钢叉和盾牌就能“突然间”的装备到保安和
协防人员身上。但在现实中，上述装备往往集中存放于门卫
室或者仓库中，从事发得到信息到集中领取装备必然需要时
间。且把防暴器材集中于门卫室或者仓库存放并不合理，如
果门卫室和仓库已经被暴徒占领，那就直接失去了仅有的防
暴装备。所以，装备应该分散放置于便于管理便于领取的地
方，在需要时由安保和协防人员到各自的装备领取点领取，
然后再奔赴事发地点进行处置。

此外，装备的使用方法和防暴队伍的分工和队形，在日常都
需要进行至少一个季度一次的演练，才能确保在发生问题的
时候能够有效地使用。之后笔者将会在优化后的方案中写明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四）设置最坏的结果，才能有效应对

以往的方案当中，有意的在回避出现伤亡，以及暴徒入侵到
教室、会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怎么办的内容，这些内容
本来应该在预案和演练当中明确，但是在许多真实案例里面
这都是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只有把预案和演练都按照这样



最坏的打算去准备，才能在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有相对充足
的措施。

（一）优化信息的收集反馈和指挥调度

学校的门卫、巡逻保安，应当配备对讲机，校园应当设置综
合指挥中心（应当由学校的广播室改建），把广播、报警、
视频监控的相关设备整合到一起。并配备铁门铁窗，在发生
暴力安全挑战时，能够让调度员或校领导有一个相对安全宽
松的环境指挥全局。

门卫和巡逻保安在发现安全隐患后，应当首先通过自身渠道
迅速报警（一键报警或其他系统），然后通过对讲机呼叫指
挥中心，告知指挥中心暴徒入侵的位置、人数、是否持械，
运动方向等具体情况，报告完毕后，才持械对暴徒予以跟踪
和牵制，并及时汇报相关的动态。

指挥中心值班人员在接到入侵报告后，应当首先用广播告知
整个校园，请所有人员按照预案做好准备。并调度校内安保
和协防力量赶往入侵者处。疏散正在体育场所上课的学生，
关闭教学楼大门和教室门窗，接着再次向110报警，以应对下
一步挑战。

（二）优化每个人的职能

以往的方案中，对话内容太多，各个角色的工作内容往往比
较繁杂，在实操中不免浪费时间，也不容易记得住。在应对
安全挑战中，所有角色的职能应尽可能简化，处置的措施应
当简短并方便记忆，如门卫的流程就是一句话：先报警然后
报告情况，接着视情况予以跟踪牵制。其他的角色亦同，太
复杂的指令和处理手段，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仅容易忘记。

协防人员：听到广播后，到指定地点领取装备，然后赶往事
发地点牵制入侵者，待人员数倍于对手，再视情况进行处置。



指挥中心值班员：听取报告，通报情况，召唤安保和协防，
报警确认信息，然后做好应变。

教室内的师生：关闭门窗，听从指挥，入暴徒入侵到教室，
可持凳子、扫把等物品保护自己，然后往没有暴徒的地方撤
退。

过往的方案回避了这些内容，往往通过控制了暴徒就草草了
事，但入侵之后，如果造成了伤亡，应该如何应对，这方面
没有进行演练。另外，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恐怖暴力入侵，如
何进行撤退，也没有进行演练。窃以为这些善后的环节，可
以结合校园的外伤急救以及地质灾害演练结合起来开展。详
情可见细化的演练预案。

笔者将以蓝色（一人徒手入侵）、黄色（一人持械入侵）、
橙色（多人入侵）、红色（持有枪械、毒物、燃烧、腐蚀入
侵）四种演练预案来应对不同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