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 防灾减灾教案
(通用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一

活动目标 ：

1、培养幼儿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2、让幼儿了解火灾发生的几种原因，懂得如何防范。

3、初步掌握几种自救逃生的方法及技能，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课件、图片、玩具、毛巾、电话、几种防火安全标志。

活动过程：

1、从一些物品中找出幼儿不能玩、易引起火灾的东西，激发
幼儿的活动兴趣。

2、观看课件，引导幼儿说出火灾的危害。火不仅能烧毁房子，
烧伤人，还会烧毁森林，污染空气。

3、通过课件，引导幼儿说出预防火灾的方法，认识“防火”
标志。



1）预防火灾，小朋友们不能随便玩火。

2）蚊香不能靠近容易着火的物品。

3）不能随便燃放烟花爆竹。

4）小朋友不能玩未熄灭的烟头，见了没熄灭的烟头应及时踩
灭。

5）认识“严禁烟火”的标志。

4、简要说出火的用途，消除幼儿惧怕火的心理压力。

6、游戏：“安全防火自救”游戏。通过游戏培养幼儿遇火不
惧怕、不慌张，提高幼儿防火自救的能力。

活动延伸：

认识标志，设计标志。让幼儿为不同的场所设计并张贴相应的
“禁止烟火”“当心火灾”等标志。

活动目标：

1、教育幼儿遇到紧急情况不要慌张。

2、培养幼儿基本的防火意识和能力。

3、使幼儿初步掌握基本的安全防火、灭火知识，学会简单的
自我保护方法。

活动准备：

1、幼儿事先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

2、光盘（内容为大火烧毁房屋、向消防中心报警、消防队员



和群众一起救火的镜头）

活动过程：

1、组织幼儿观看大火烧毁房子的录象，使幼儿感受火灾的危
险性。

3、继续观看录象使幼儿知道火警电话是“119”，报警时要
说明着火地点、着火物、自家电话号码和姓名。

4、模拟打火警电话，教师演示拨打“119”电话的方法，并
提示幼儿说清着火地点、着火物、自己姓名和电话号码。

5、观看消防队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的录象。组织幼儿讨论，消
防队员用什么灭火？他们怎样扑灭高楼上的大火？向幼儿介
绍高压水龙头、云梯、空气呼吸器、湿毛巾在灭火过程中的
作用。

6、组织幼儿讨论：如果小朋友家里发生火灾，屋里有许多烟，
你怎样逃出来？引导幼儿模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蹲下身体
向外跑，懂得烟往上飘，下面烟少的道理。

活动延伸：

组织幼儿做逃生演习：把幼儿带入事先布置好的场景，教师
发起信号，幼儿做逃生演习。教育幼儿遇到危险不要慌张，
运用学到的自救知识进行自我保护。

活动目标：

1、通过演习，训练幼儿在地震的状况下根据幼儿园的环境有
序地通过安全疏散通道。

2、教育幼儿遇到地震时能听从老师的指挥，做出基本的自救
行为。



3、培养幼儿防震减灾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活动准备：

1、教师幼儿共同收集报刊、杂志中有关汶川地震的资料或图
片。

2、了解地震中自救的基本常识。

活动过程：

一、听音乐

二、幼儿自主进行撤离演练

幼儿根据讨论的结果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演练，教师对幼儿的
演练做观察记录。

三、幼儿评价自己的撤离演练

四、教师对幼儿的撤离演练发表自己的看法，讲述观察记录，
总结幼儿的演练效果（教师从幼儿的撤离路线，撤离时的动
作进行评价）

五、教幼儿安全有效的撤离

1、学习正确的撤离动作。

2、提问：我们撤离的时候如何在运动的过程中保护自己？幼
儿讨论寻找最有效的保护方法。（双手抱头、上身向前弯曲，
快速撤离）

活动目标：

1、 引导幼儿知道发生地震时应该如何应变，掌握好逃生的



技巧。2、 掌握好躲、爬、钻、跑的技能，提高身体运动质
素。

3、 培养幼儿互相关心的情感，增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活动准备：

活动过程：

一、活动的导入：孩子们随着《小红军》的音乐，跳着舞进
入场地。

二、观看发生地震的立体影片。小朋友们，今天除了我们这
些小红军之外，还来了许多红军叔叔呢，现在，我们一起来
看看。

三、 围绕影片与幼儿展开讨论：

1、提问：

（1）、刚才的故事里有哪些人物？发生在什么时候、地点？

（2）、发生什么事情啦（地震）？发生地震的时候，是什么
感觉？

（3）、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呢？

2、老师小结地震的可怕性，讲解会发生地震的原因。

3、提问幼儿发生地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开发幼儿的
思维和想像能力。

四、 观看课件《发生地震时，该如何应变》。

五、 围绕课件内容与幼儿展开讨论：



1、发生地震时，故事里面的曾美丽、小帅哥他们是怎么逃生
的？

2、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逃生方法吗？

3、教师小结发生地震时该如何应变。

（1） 地震发生时，千万不要惊慌，要镇静。

（2） 赶快跑到空旷的地方。

（3） 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要赶快把煤气、电、水龙头等
关掉，然后把脸盘或是锅等东西罩在自己头上，或者跑到桌
子、椅子、床底下躲起来，以免被天花板上的掉灯或其他东
西掉下来砸伤自己。

（4） 不可以躲在招牌处或玻璃处，以免它们掉下来摔伤你。

（5） 如果在车上，要赶快把车熄火，停靠在空旷的地方，
走出车外。 六、幼儿进行地震逃生演习。

2、 引导孩子们要注意别惊慌，要注意掌握躲、闪、钻、爬
的技能，别撞倒别人，要互相关心同伴是否脱离危险，互相
扶持。教师要注意引导帮助孩子们掌握好逃生技能。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二

防灾抗灾对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
灾害可以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长久以来，人们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积累总结，逐渐得出了一系列实用的防灾
抗灾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个人对于防灾抗
灾的心得体会以及如何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经验。

首先，了解地区的灾害风险是防灾抗灾的基础。不同地区常



见的灾害类型各不相同，例如台风、地震、山火等。在选择
居住地或旅行目的地时，我们应该充分了解该地区的自然灾
害风险，并且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同时，建立灾害风险评
估和预警体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这能够提前预警并迅速采取
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作为公民，我们也应该积极参
与社区的防灾抗灾工作，加强自救互救能力。

其次，备足物资和应急设备是灾害发生时的重要保障。每个
家庭都应该准备一箱应急物资，包括食物、水、药品、手电
筒、收音机等基本的生活物资。如果遇到灾害，这些物资可
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此外，为了应付
突发情况，家庭应配备应急设备，例如灭火器、急救箱、钢
盖鞋等。这些物资和设备的备足，能够使我们在灾害发生时
更加从容应对。

再次，合理规划住宅和建筑物是防灾抗灾的重要环节。房屋
和建筑物的结构安全直接关系到人们在灾害面前的安全。因
此，在规划和建设住宅和建筑物时，我们应该根据当地的地
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选择材料和建造方式。同时，加强建筑
物的加固工作、安装避雷装置和防火设施也是十分必要的举
措。除此之外，灾害后的重建工作也非常重要，应该从灾后
经验中吸取教训，并改进建筑的结构和设计。这样才能提高
建筑物的抗灾能力，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再者，不断提高公众的灾害防范和自救互救意识是防灾抗灾
取得成功的关键。要提高公众的灾害防范意识，首先需要加
强教育宣传，向公众传授灾害知识，让他们了解到灾害的危
害和防范方法。其次，组织灾害应急演练和模拟演习，让公
众亲身体验并掌握正确的防灾抗灾方法。最后，引导公众形
成自救互救的意识，通过培训和指导，让他们学会在灾害发
生时保护自己和帮助他人。只有在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行
动下，灾害才能被最大程度地减少。

综上所述，防灾抗灾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经验的



工作。通过了解地区的灾害风险、备足物资和应急设备、合
理规划住宅和建筑物、加强宣传教育和自救互救意识，我们
可以提高自身和家庭在灾害面前的安全性。同时，加强社区
和国家的防灾抗灾工作，构建完善的灾害管理体系，也是保
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怀敬
畏之情，积极参与防灾抗灾工作，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稳
定的社会做出贡献。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100字）

灾难无情，但我们可以减少其损失。防灾抗灾意识的培养与
实践对于我们保护自己和家园的安全至关重要。在灾难的阴
霾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防灾抗灾的重要性，并从中总结出了
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提高防灾意识（250字）

防灾抗灾的第一步是提高自身的防灾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多
渠道学习灾害的特点、表现形式以及应急措施等相关知识，
不断加强对灾害的认知，以便在灾害来临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和应对。此外，参与模拟演练和实地考察，可以锻炼我们处
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

第三段：加强防灾准备（250字）

防灾抗灾的第二步是加强防灾准备工作。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可以建立灾害应急预案，分析可能遇到的灾害情景，并提
前制定行动计划。同时，备齐应急物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根
据不同的灾害类型，我们可以储备食品、水、药品、应急工
具等物资。此外，做好家庭防灾设施的建设，如修建牢固的
房屋、安装火警报警器、购买防灾工具等，也能有效提高防
灾能力。



第四段：加强社区共同防灾意识（250字）

除了个人防灾准备，加强社区共同防灾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社区中，我们可以参与社区防灾演练活动，加强社区居民
的防灾培训和宣传。同时，组织开展防灾知识普及活动，提
高社区居民的防灾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防灾设施建设，如
修建避难所、购买救灾设备等，也是提高社区防灾能力的重
要手段。只有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形成整体防灾能力，才能
更有效地应对灾害。

第五段：持之以恒，防患于未然（350字）

防灾抗灾工作是一项持久而长远的任务。我们需要时刻保持
警觉，不断巩固和提高防灾意识，持续加强个人和社区的防
灾准备工作。此外，我们还需关注环境保护，预防灾害的发
生。通过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引导人们采取绿色发展方式，
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避免引发自然灾害。同时，也需要政府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在基础设施建设、灾后重建等方面加
强防灾工作，提高整体的防灾能力。

总结：

防灾抗灾是关乎每个人的安全和幸福的大问题。通过提高防
灾意识、加强防灾准备、加强社区共同防灾意识和持之以恒，
我们可以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只有不断加强防灾抗灾
工作，持续推进灾害防控工作，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自
然和人为灾害，保护自己和我们所居住的美丽家园。我们每
个人都是防灾抗灾的重要一环，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共同
守护我们的幸福与安全。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四

1.生命生存非同小可，防震减灾刻不容缓。



2.共产党员要始终站在抗震救灾捐赠的前列！

3.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4.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

5.学好防震救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6.防震减灾，从我做起

7.家园建设，我们共同努力！

8.手挽手，心连心，同舟共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减灾知识进校园 减灾意识入人心 家庭社会更安全

10.传播减灾文化共创人类文明

11.情系灾区共济风雨我们心连心。

12.参与抗震救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13.防灾减灾从娃娃抓起

14.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殃，注重防灾减灾，优化生存
空间。

15.防灾减灾手牵手，和谐中国心连心

16.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奉献爱心、情系灾区！

17.重大建设工程必须依法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18.建房要抗震，依法保平安！



19.灾难可以预防，生命不可逆转。

20.抗震预案在心中，有备无患保平安。

21.防灾减灾人人参与，和谐社会家家受益

22.防震减灾年年讲，强国富民常常安。

23.普及防震知识，提高减灾意识

24.警钟长鸣抓防范积极防灾保平安

25.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夺取抗震救灾胜利！

26.向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英雄们致敬！

27.落实应急预案，维护公众安全。

28.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29.积极加强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建设

30.全面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提高公众安全防范意识。

31.增强防震减灾意识，提高防震减灾能力

32.积极行动起来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

33.我以我心防震害，我以我行建和谐。

34.未雨绸缪，防灾减灾，全民参与，共筑平安

35.但愿千日平安无震，不可一日疏于防灾。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五

1.群策群力防灾减灾，同心同德共建和谐。

2.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3.团结一致，百折不挠，奋力拼搏，抗震救灾。

4.学习防灾减灾常识，提高防灾减灾认识。

5.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6.灾难需要永记，防患始于未燃。

7.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渡过难关。

8.积极行动起来踊跃为地震灾区人民捐款。

9.平安幸福从防灾减灾开始。

10.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1.灾难需要永记，防患始于未燃。

12.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注重预防人人有责。

13.防灾依靠科学，减灾依靠大家。

14.防灾减灾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15.推进防灾减灾责无旁贷，坚持居安思危义无反顾。

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言（100字）



灾难常常让人猝不及防，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通过多年
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人们意识到预防和减轻灾害的重要性。
在我个人的防灾救灾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预防和救助的重
要性，培养了自己的防灾意识和实践能力，下面我将分享一
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提高防灾意识（200字）

防灾工作的基础是提高个人和群体的防灾意识。我发现，教
育与宣传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
组织防灾演习，向大众普及灾害知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另外，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渠道也可以用来传播防灾
信息。我在参加这些活动过程中，懂得了灾害常识、掌握了
基本的逃生自救方法，并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了家人和朋友们。

第三段：加强防灾设施建设（200字）

防灾设施的建设是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例如，
地震中可以安装防震插销、避雷针等设备，防止损失的扩大。
水灾中可以修建防洪闸门和提升堤坝防洪标准等，减少洪水
的侵袭。在我的生活中，我参与了一些社区的防灾设施建设，
例如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疏通排水管道等，这些措施可以有
效减少灾害的发生和损失的加大。

第四段：加强应急救援能力（300字）

在灾害面前，人们需要具备一定的应急救援能力。我参加了
急救培训和灾害管理组织的活动，学会了基本的急救技能和
团队合作能力。例如，我学会了心肺复苏术、骨折包扎等急
救措施，学会了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利用资
源进行救援工作。此外，我也参加了应急救灾人员的协调工
作，主要做些志愿者服务工作，协助遇灾群众的安置和疏散
工作。通过这些实践，我获得了实战经验，提高了自己的应
急救援能力。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00字）

通过多年的实践和参与，我深深体会到防灾救灾的重要性，
并从中获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然而，我也意识到，
应对灾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我会
继续加强自己的防灾意识，积极参与防灾救灾工作，将这些
经验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共同努力，打造更加安全、稳定
的社会。

总结：

通过本文，我分享了关于“防灾救灾心得体会”的五段式文
章。防灾意识的提高、防灾设施的建设以及应急救援能力的
加强都是有效的防灾措施。通过这些经验，我深刻体会到，
预防和减轻灾害不仅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
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共同
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