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 小学生防
震减灾手抄报内容文字(实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一

1、防震减灾，利国利民。

2、防震减灾，关爱生命。

3、普及防震知识，提高减灾意识。

4、汲取教训，依靠法制，积极防御，共促和谐。

5、掌握科学地震知识，远离地震谣言危害。

6、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

7、灾害之前早预防，灾害来了少伤亡。

8、提高防震意识，落实减灾措施。

9、大力普及防震减灾知识，提高社会抵御灾害能力。

10、安全知识进社区。

11、防震减灾，从我做起。

12、家事国事天下事，防震减灾是大事。



13、防灾减灾从娃娃抓起。

14、防震宣传进万家，家家幸福安康，平安相伴你我他。

15、抗震救灾，众志成城。

16、防震减灾，平安常在。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二

震源：地下发生振动的发源地。

震中：地面上与震源正对的地方。

震源深度：从震中到震源的距离。

震中距：从震中到地面上任一点的距离。

震中区：震中附近的地区。

极震区：地面上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

震级：是度量地震大小的等级，即衡量震源释放出能量的大
小。能量越大，震级就越大，震级相差1级，能量就相差30多
倍。震级的大小是根据地震仪器记录计算出来的，目前记录
到的最大地震的震级是8.9级。

远震：震中距超过1000公里的称为远震。

近震：震中距在100—1000公里的称为近震。

地方震：震中距在100公里以内的地震称为地方震。

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在60公里以内的地震。



中源地震：震源深度介于60—300公里之间的地震。

深源地震：震源深度超过300公里的地震。

地震烈度：是表示地震对地面影响和破坏的程度。每次地震，
离震中越近，破坏性越大，烈度就越高。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三

1、抗震救灾人人有责！

2、推进防震减灾责无旁贷，坚持居安思危义无反顾。

3、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殃，注重防灾减灾，优化生存
空间。

4、勿忘防灾促发展，铭记减灾构和谐。

5、捐出一份爱心共建一个家园！

6、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7、爱心汇聚力量团结战胜灾害。

8、防震减灾践于行，和谐幸福见于心。

9、地震无情党有情，灾害无情人有情。

10、积极行动起来踊跃为地震灾区人民捐款！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四

一、桌椅摆放与窗户、外墙保持一定距离，以免外墙塌倒伤
人，留出一定通道，便于紧急撤离，年小体弱、有残疾的同



学安排在方便避震或能迅速撤离的方位；加固课桌、讲台，
便于藏身避震；检查和加固教室的悬挂物；门窗玻璃贴上防
震胶带，防止玻璃震碎伤人。

二、在熟悉学校周围地形、环境基础上，可进行防震演练活
动，包括：室内一分钟紧急避震，震后迅速撤离教室的疏散
演习，自救、互救练习等。演练活动时间要短，疏散、撤离
要快，才能达到避震效果好的要求。

三、正在上课时，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
自的课桌下。 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
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不要回到教室去。 震
后应当有组织地撤离。必要时应在室外上课。

四、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校)应经常在课堂宣导防震常识，
并教导学生避难事宜，举行防震演习。

五、同时还应做到：

1.教室的照明灯具、实验室的橱柜及图书馆的书架应加以固
定。

2.地震时避于桌下，背向窗户，并用书包保护头部。

3.地震时切忌慌乱冲出教室，并避免慌张地上下楼梯。

4.地震时如在室外，远离建筑物。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五

1、上下颠一颠，来回晃半天。

2、离得近，上下蹦；离得远，左右摆。



3、上下颠，在眼前；晃来晃去在天边。

4.房子东西摆，地震东西来；要就是南北摆，它就南北来。

5.喷沙冒水沿条道，地下正就是故河道。

6.冒水喷沙哪最多？涝洼碱地不用说。

7、豆腐一挤，出水出渣；地震一闹，喷水喷沙。

8、洼地重，平地轻；沙地重，土地轻。

9、砖包土坯墙，抗震最不强。

10、酥在颠劲上，倒在晃劲上。

11、女儿墙，房檐围，地震一来最倒霉。

12、地基牢一点，离河远一点；墙壁好一点，连结紧一点；
房子矮一点，房顶轻一点；布局合理点，样子简单点。要想
再好点，互相多学点。

13、地震闹，雨常到，不就是霪来就就是暴。

14、阴历十五搭初一，家里做活多注意。

15.地震三天有雨，先小后大，小的房响大。

16.地动耳要听，鼻要闻眼要看。——《中国民间谚语集
成·宁夏卷》

17.房子东西摆，地震南北来，房子南北摆，地震东西来。

21.临震不乱，沉着应战。———《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山西
卷》



22.鸡鸭不上架，地震它最怕。———石嘴山

23.鸡飞狗也叫，牲口不进棚，老鼠机灵光跑掉。——宁夏

26.井水就是个宝，前兆来得早；无雨井水深，天于井水日；
有的漂汕花，有的冒气泡，有的变颜色，有的变味道。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六

十一国庆节快到了，你还在为国庆节手抄报怎么写而苦恼吗?
在这里特别为你提供丰富的国庆节手抄报内容,国庆节手抄报
图片，国庆节手抄报资料等精彩内容!让你不再为制作手抄报
烦恼!

国庆节手抄报内容素材

国庆节手抄报内容：国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
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 国家喜庆的大事，
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
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将国家
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 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
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
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
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
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 10月1日之前一
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



“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天，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
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
欢庆的节日了。

国庆手抄报内容：国庆大典的解释

国庆大典是为庆祝国庆而举行的大型活，主要形式就是大阅
兵。

国庆大阅兵是展现一个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成就，树立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一般而言，国庆大阅兵包括两部
分，一是阅兵式，即阅兵者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
阅;二是分列式，即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阅兵
者的检阅。

国庆手抄报内容：国庆大典庆祝形式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几
经变化。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部队以海军两大排
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一万六
千四百人，由东向西行进。空军十七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
行受阅，其中有四架是携弹飞行。

一xx零年第二次国庆大阅兵，朱德总司令在阅兵式上发布命
令，就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局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
斗准备。此次阅兵最壮观的景象是骑兵部队的一千九百匹白
马以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一xx一年第三次国庆阅兵，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
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本次阅兵还



首次出现民兵大队。

一xx二年第四次国庆阅兵，公安部队首次参阅。本次阅兵民
兵大队的成员来自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穿着五颜六色
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新式的武器。还有乘坐一百六十辆摩
托车的摩托化步兵方阵。

一xx三年第五次国庆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
安门观礼台上。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
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
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
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
庆祝游-行。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
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决定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国的国庆节。

国庆节的来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
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
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
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
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
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
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
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
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
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
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
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中国国庆节的来历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
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
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
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
和麦稻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
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首都北京的象
征。因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举行
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国徽在颜色上用正
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
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br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国庆节诗歌

沁园春国庆

万里晴空，壮丽山河，赤旗飘扬。

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地流芳。 社会稳定，
人民幸福，改革开放谱新章。 新中国，如世界巨龙，屹立东
方。

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难，长夜茫茫。 枪林弹雨，
出生入死，换得新生红太阳。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
长。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当巍峨的华表，

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

当雄伟的天安门，

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

历史的耳畔，

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

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

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



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

洪亮的声音，

全世界都听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那胜利的旗帜，

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

人民扬起了头颅，

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黄色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写给祖国母亲的歌

金秋的风

送袅袅暗香而来

霜中的菊

献片片芳菲一季

吻夕阳余辉

爱溢出温柔的眼眸

望四野安详

激情飞上诗句

听黄河汩汩

载无数苦难历史

观河沙沉沉

积淀多少回忆

满目疮痍

是你旧时的容颜



儿时的艰辛

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风霜雪雨

半个世纪的搏击 渊远流长

五千年文明的足迹 历史的长河

翻滚着昔日英勇的浪涛 时光的琴弦

弹唱着今日辉煌的旋律

国庆节的来历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
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而不是开国大典。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
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
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
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
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
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
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
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
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国庆节节日意义

1、国家象征

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
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一个独立
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2、功能体现

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
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国庆日
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

3、基本特征

显示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
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特征

诗歌：《国庆颂》

祖国，

你走过了不平凡的64年，

像一个婴儿长成了壮年，

今日您正充满活力,散发着蓬勃的朝气，

您有过磨难,也有过欢笑.

历经了崎岖坎坷，明天将更加美好。

55年来，



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的人民日益富强。

您的国力日益强大。

你凝聚了天下炎黄子孙的心啊！ 您赢得了世界尊重的目光.
现在您正意气奋发，

走进了新的世纪,

今天，在这欢庆的节日里， 我从心底里向您说一声， 祖国，
您好！

国庆节手抄报诗歌资料：【沁园春·国庆】

万里晴空，壮丽山河，赤旗飘扬。

看九州岛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地流芳。

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谱新章。

新中国，如世界巨龙，屹立东方。

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难，长夜茫茫。

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换得新生红太阳。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长。

诗歌资料：【写给祖国母亲的歌】

金秋的风 满目疮痍



送袅袅暗香而来 是你旧时的容颜

霜中的菊 儿时的艰辛

献片片芳菲一季 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吻夕阳余辉 风霜雪雨

爱溢出温柔的眼眸 半个世纪的搏击

望四野安详 渊远流长

激情飞上诗句 五千年文明的足迹

听黄河汩汩 历史的长河

载无数苦难历史 翻滚着昔日英勇的浪涛

观河沙沉沉 时光的琴弦

积淀多少回忆 弹唱着今日辉煌的旋律

各国国庆节由来

中国共产党—一个响亮而又伟大的名字。为了人民的革命事
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了共和国的诞生,筑起了道道血肉
长城,誓死保卫国家;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惮精竭虑,鞠躬尽
瘁。

无数事实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正如歌中所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共产党她辛劳为人民，共产党她一心救中
国。”

壮大吧,中国共产党!用你坚实的臂膀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



任.奋斗吧,中国共产党,用你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建设起新世纪
的殿堂,这是亿万华夏儿女的心愿。

我爱你，中国共产党!

党在我心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国庆节的由来：

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因
为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
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

国庆节纪念活动：

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1949年10月1日，这个日子在
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十分重要的。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大典。后来，当50年、60、70年国庆纪念日时，我国举行了
盛大的阅兵仪式，其规模之大震惊了全世界。

国庆节诗歌: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

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

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



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

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

我的血管里，

涌动着黄河的波浪， 我的心灵里，

开放着文明的鲜花， 我心中的理想，

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 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 茫茫大海，

是她广阔的胸怀，

巍巍长城，

是她坚强的脊梁，

滔滔黄河，

是她奔腾的血液，

青藏高原，

是她刚硬的臂膀…… 她——

就是我的祖国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震减灾的手抄小报内容篇七

1、迷彩军训，青春无悔。

2、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

3、爱军习武，巩固国防，刻苦学习，报效中华。

4、军中骄子，校园精英，神勇连，谁与争锋。

5、学军人风采，强自身素质，保国家安全。

6、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