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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班会活动篇一

一、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应急预案

1、“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班长

副组长：团支书

组员：各寝室的寝室长

2、召开防震减灾专题会议，制定“防震减灾工作应急预案”，
并及时组织班上同学认真学习，领会精神。

3、成立班级防震减灾科普宣传领导小组，结合本班实际情况，
进行防震减灾疏散演习与宣传教育工作。

二、“防震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内容：

1、班级召开“防震减灾”主题班会

一是：不要急

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震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平均只有十二



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千万不要惊慌，应根据所处环境
迅速作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住的是平房，可以迅速跑到
门外。在楼房里，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源，关掉煤
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
震后迅速撤离，以防余震。

二是：人多先找藏身处

学校里人多，如遇地震，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
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撤离。教师等现场工作
人员必须冷静指挥人们就地避震，决不可带头乱跑。

三是：远离危险

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到
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河
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四是：被埋要保存体力

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
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
耐心等待救援。 这次班会不仅让同学们了解了地震的成因及
过程，较好地宣传了防灾自救知识。同时，同学们也知道了
发生地震等紧急情况如何去应对。

2、学生编出“防震减灾”顺口溜

通过这次“防震减灾”主题教育活动，同学们还编出了一套
顺口溜：地震来了不慌张，头脑清醒不着急，人多先找藏身
处，用手先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处，如果不幸被埋压，
保持冷静要自救，耐心等待来救援。

今后，我班将继续开展校园防震减灾宣传活动，并把这项工



作常规化，提高全班防震减灾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自救互
救、疏散救援的能力，保障同学们的生命安全，确保灾难来
临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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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管理

组 长：

副组长：

我校制订了“防灾减灾演练”和“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方
案，形成文件发到每位教师手中。

二、广泛宣传，开展活动

20--年5月9日—13日是全国第四个“防灾减灾宣传周”，我
校结合实际，广泛宣传，坚持安全知识教育与实践体验活动
相结合的原则，认真制定了“应急逃生演练”和“防灾减灾
宣传日”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
动。在“防灾减灾宣传周”中做到“防灾减灾日”活动进课
堂、进班级、进校园。加强师生的逃生意识和技能训练，以
促进广大师生防范灾害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的提高。

1、利用学校广播向全校师生宣传“防灾减灾”的重要性，营
造安全教育氛围。

2、通过校园宣传栏、黑板报等阵地，广泛宣传各种灾害的避
险知识，提高师生自救能力。

3、5月9日，一到六年级的班主任为学生上好一堂安全教育课。

4、充分发挥升旗仪式的阵地，由教师赵志生、大队辅导员张



志光讲解汶川地震有关知识和安全常识。

5、5月12日为了提高学生的应急避险能力，我校组织学生进
行了一次应急避险逃生演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我校
以班为单位，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小型分散的防
灾减灾演练。

6、1—6年级出好一期安全知识黑板报，搜集相关安全教育的
资料，让学生能够从中引起注意，并获得相关安全知识，加
强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学习，向学生宣传有关应急避险的
知识，提高认识，共同进步。

7、本周对学校的设施设备进行了一次安全大检查，查找安全
隐患，针对校园门、窗、栏杆、围栏、教室、实验室、电脑
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认真排查，做好记录，发现隐患，及时解
决。

三、取得效果

总之，通过“防灾减灾日”宣传周，特别是5.12防灾减灾日
逃生演练，大大加强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建立起了一个安
全的学习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校将进一步努力做好学
校的一切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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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学生知道一些简单的防灾减灾知识。

2、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掌握安全常识、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 懂得珍惜生命。 教学内容： 常见灾害及预防自救、自
护常识。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我们每天早上上学去的
时候，家里人都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交待安全的话)为什么每
天都说同样的话呢?一个人的生命是伟大的，他可以有无数的
发明创造，有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同时我们的生命又是脆
弱的，危险时时都在我们的身 边。所以，我们要树立安全意
识，了解一些安全知识，学会自我保护， 懂得珍爱自己的生
命。

2、板书班会主题：防灾减灾安全教育。

3、学生齐读并理解班会主题。

二、师生互动教学：

(1)师生共同回顾学校六条禁令。(学生自由发言，教师做相
应的补充与强调)

(2)分组讨论：

1、在家里和学校里，我们小朋友可以在哪些地方玩耍，不可
以在哪些 地方玩耍?(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强调：严禁下河、池、
塘、渠洗冷水澡或玩耍。)

(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引导学生注意： 1、刮大风时不逗留在房
檐下、大 树下、危房边。

2、打雷闪电时不站在大树下，电线下。

3、洪水中的 自救。暴雨来临时，如果我们家处在地势低洼
地区，可因地制宜采取 “小包围”措施，如用红砖砌围墙、
大门口放置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如果我们家住在底层
则应将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等移到离地x米以上的安全地方。



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
当受到洪水威胁时，如果时间充裕，我们应按照预定路 线，
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安全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
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
床等适合飘浮的物品，作水上转移。如果洪水来得太快，已
经来不及转移了，我们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
高墙，作暂停避险。但千万不要游泳逃生，更不能攀爬带电
的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 顶。同时利用各种
渠道向外界求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
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3、在校园内有哪些危险的游戏不能玩?(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强
调：不打架、不在校园内奔跑、不玩危险的玩具等。)

4、你知道哪些交通安全知识?(教师根据学生发言强调：要遵
守交通规则，不在马路上追赶、玩耍，要走人行道)

(3)集体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安全知识，学会保护自己。

三、学生做好相应的笔记。

四、小结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我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相应
掌握一 些安全知识和制度，懂得保护自己。

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班会活动篇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一（16）班的池_。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主题是防
灾减灾，从你我做起。

下周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



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的
大地震，仅四川全省就有六万多人遇难、一万七千多人失踪。
堪称国家和民族史上的重大灾难。

当天地的愤怒席卷而来，灾难降临之时，生命的脆弱暴露得
如斯一览无余，赖以生存的一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兽撕碎。
曾如此坚强的钢筋水泥，在自然的强大面前束手无策。可看
见，离散的骨肉、同胞的鲜血，流不尽的冰凉泪水，也随着
地底下的怪物一同传出；可听见，哀恸的悲号，发自灵魂的
叹息，直达九重云霄，经久无法平息。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全球气候变
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自然灾害损失不
断增加，重大自然灾害乃至巨灾时有发生，中国面临的自然
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剧。

灾害确实可怕，但比灾害更可怕的是无知，我们的身边也不
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的侵犯和隐患，如台风、暴
雨、火灾、地震等等，因此，对我们全体师生而言，提
高“防灾减灾”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踏的事件
的发生。

2、现在正值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
节，同学们要注意保暖，教室多通风，勤洗手，防止传染病
的发生。

何为安全？所谓“无危则安，无损则全。”生命诚可贵，安
全是人的一生中永恒的话题。防灾减灾，防患于未然，构建
和谐校园，从我们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