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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
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防灾减灾教育演讲稿篇一

老师们、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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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减灾教育演讲稿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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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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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减灾教育演讲稿篇三

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国是地震及各种自然灾害多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同时，
我们生活中各种意外伤害也频繁发生。为了增强我们学生防
震减灾能力，特进行此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防震减灾，
从我做起。

谈起地震，人们总是不寒而栗，没错，地震是人类的天灾，
是不可阻挡和不可改变的，但是，面对地震人们真的就束手
无策了吗？我想不是的，只要明白一些地震常识，就一定能
在地震中脱离危险，掌握这些常识也是每个公民应该具备的
知识。

地震是自然界10大灾害之一，也是损失最为严重的灾难，带
给社会和人们的是破坏和毁灭。目前，人类对地震的预报，
仍然是一道尚未攻克的科学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地震



预报工作极为重视，我国地震工作者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
在成功地预地震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现在全国建
有400多个台站，网点2000多个。广西建有观测台站29个，观
测网点50多个，观测项目39项。筑起了一道保护国家财产和
人民生命安全的防护网。

当地震时也不要慌张，要在镇定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躲
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晃动时间约为1分钟左右。首先，
在重心较低、且结实牢固的桌子下面躲避，并紧紧抓牢桌子
腿。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的场合，无论如何，也要用坐垫
等物保护好头部。

当大地震时，一定要注意关火，否则就十分危险 关火时也要
注意几个问题，大的晃动来临之前的小的晃动之时：在感知
小的晃动的瞬间，即刻互相招呼：“地震！快关火！”，关
闭正在使用的取暖炉、煤气炉等。 在大的晃动停息的时候：
在发生大的晃动时去关火，放在煤气炉、取暖炉上面的水壶
等滑落下来，那是很危险的。大的晃动停息后去关火。 在着
火之后：即便发生失火的情形，在1-2分钟之内，还是可以扑
灭的。为了能够迅速灭火，请将灭火器、消防水桶经常放置
在离用火场所较近的地方。

地震发生的时候也不要慌张的往门外跑，玻璃、广告牌等掉
下来砸在身上，是很危险的。此外，水泥预制板墙、自动售
货机等也有倒塌的危险，不要靠近这些物体。 将门打开，确
保出口，如果出口被堵，要及时退会房间，躲在安全的地方
等待救援。

知道了这些关于地震的知识，相信大家一定对地震也有所了
解，也不会对地震还有先前的恐惧心理了，希望大家可以好
好的运用这些地震知识保护自己，我们一定要记住：防震减
灾，从我做起！

下面我把日常防震减灾、保护生命的十个法则编成顺口溜，



记录如下：

人生命，要守护，十条法则要记住，一旦灾害发生时，及时
应用心有数。 一、地震：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
靠在墙角曲身体，抓住机会逃出去，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
蹲在开阔地。 二、火灾：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
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
跳楼会伤身。 三、洪水：洪水猛，高处行，土房顶上待不成，
睡床桌子扎木筏，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
衣服度险情。 四、台风：台风来，听预报，加固堤坝通水道，
煤气电路检修好，临时建筑整牢靠，船进港口深抛锚，减少
出行看信号。 五、泥石流：下暴雨，泥石流，危险处地是下
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
进山一定看气候。 六、雷击：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
下站，铁塔线杆要离远，打雷家中也防患，关好门窗切电源，
避免雷火屋里窜。 七、暴雪：暴雪天，人慢跑，背着风向别
停脚，身体冻僵无知觉，千万不能用火烤，冰雪搓洗血循环，
慢慢温暖才见好。 八、龙卷风：龙卷风，强风暴，一旦袭来
进地窖，室内躲避离门窗，电源水源全关掉，室外趴在低洼
地，汽车里面不可靠。 九、疫情：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
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
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十、防化：化学品，有危险，遗弃
物品不要捡，预防烟火燃毒气，报警说明出事点，运输泄漏
别围观，人在风头要离远。 人生命，重于山，防灾避险于未
然，掌握技能常演练，祝愿人人保平安，祝愿人人 保平安！

谢谢大家！

防灾减灾教育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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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xx”。通过开
展“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学校、家
庭和社会防灾减灾的.宣传氛围，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
灾自救互救技能，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最大限度保障学
生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成长，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近年来安全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师生安全意识
也随之增强，防范能力逐渐提高，但是重特大伤亡事故仍时
有发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据联合国专家统计分析，每年
全球死于意外事故约200万人。面对每一次残酷的事故，面对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逝去，我们每一个教师应该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发挥积极的作用。每一个同学都应当视自己的
生命为最宝贵的东西，都应当时时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校园安全关系到我们学生能否健康成长，能否顺利完成学业；
它关系到我们老师能否在一个宁静、安全的环境中教书育人，
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各种人才。因此，校园安全是我们做好学
校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校的安全教育工作，我提出如下倡议，希
望全体师生都能认真做好。

1、全校师生都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做到安全第
一、

2、要注意交通安全。要遵守交通法规，不在马路上嬉戏、打
闹；过马路时，要做到红灯停，绿灯行，走人行横道线；做
到文明乘车，安全乘车。

4、要注意心理安全。同学们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
意识。不能感情用事。在同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
不能发生同学间打架的事件，甚至找外人聚众斗殴，一定要
自觉遵守校规校纪。



6、要远离网吧，网吧里人员复杂，如果上网次数多了，就很
容易成瘾。为了自己的学业，为了自己的前程，为了自己身
心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请同学们远离网吧。

老师、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确保学生的安全健康，不仅关系到每个家
庭的生活幸福，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祥和。生命无价，
珍爱生命！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彼此的生命撑起一片安
全的天空，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防灾减灾教育演讲稿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防灾减灾,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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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我国第四个“防灾减灾日”，主题
是“弘扬防灾减灾文化，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在这次活动
中我们全体同学的责任就是：学习、宣传减灾防灾知识。

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
大地震，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设立我国的“防灾减灾
日”，一方面是顺应社会各界对我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
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国家设立“防灾减灾日”，将使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更有针
对性，更加有效地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开展好“防灾减灾
日”活动，有利于引起广大师生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增
强师生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有利于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
综合减灾能力；有利于加强防灾减灾基础建设，提高快速反
应能力。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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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的自然灾害形势严峻复杂，灾害风险进一步加
剧。作为有知识的青少年，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习“防灾减
灾”知识，做好宣传预防工作。

第一，请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应急疏散演练，熟悉自
己的疏散路径，养成处变不惊的优良心理素质。

第二，请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增强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注意安全，防止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伤害。这里所说
的安全，涉及交通安全、水火安全、楼道安全、刀具安全、
交往安全、生活安全、心理安全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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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知识，
树立责任意识，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