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震防灾心得体会 地震演练心得体会
(实用9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一

为提高我校广大师生对地震来临时的防震避险意识，这半年
来，我校利用不同的教育途径提高学生的防患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并于2008年10月开展了一次模拟5—6级地震的地震
防震演习。这次演习开展的目的是要通过全校师生的亲身参
与，更广泛地宣传和普及防震减灾知识，提高全体师生的防
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同时也借此检测我校对破坏性
地震应急情况和应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的能力。

下午三点整，随着演习总指挥熊校长"地震演习开始"的命令，
"呜……！"一声尖利的警报突然拉响，"地震了"正在教室上
课的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按照先前所习的'要领立即迅速
抱头，闭着眼快速往各自的桌子下钻。两分钟后，一声长鸣
的哨音传来，"主震结束"，同学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依次有
序地从不同的路线撤离教室。整个过程只用2分37秒，虽然短
暂，但让我们这些学生获益匪浅。

作文这次演习活动开展得十分成功，在演习过程中，每位同
学都积极配合老师完成这项任务，这个活动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懂得了在地震过程中如何逃生，也懂得如何与他人
默契。真希望学校多开展类似的活动。如果汶川那里早开展
这样的活动，灾难也不会这么惨！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二

地震是一项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自然灾害，对于地震预防和自
救互救知识的掌握，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近日我参加了一次地震防灾团课，通过课程的学习我对地震
预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下是我对这次团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地震防灾团课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地震的基本知
识、应对策略和应急预案等方面。在介绍地震的基本知识时，
老师详细地讲解了地震的成因、震级和震中等基本概念，让
我们对地震的形成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老师还
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地震灾害的照片和视频，让我们深刻地感
受到地震的威力和破坏性。在应对策略和应急预案方面，老
师向我们传授了一些在地震发生时应采取的行动，如迅速寻
找避难所、保护头部和躲避悬挂物等。这些丰富的内容让我
意识到地震不可轻视，同时也给了我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

其次，地震防灾团课通过形式多样的互动环节，有效地增强
了学习效果。在团课中，老师利用游戏、模拟演练等方式，
让我们亲身体验地震时的紧张和危险。例如，老师进行了一
次模拟地震的活动，让我们在特制的模拟场景中感受到地震
的震感和危险，学习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这种实际操作的
互动环节，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地震的危害和应对
方法。与此同时，团课中还设置了小组合作的环节，让我们
在小组中共同讨论、交流和分享，使得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和
富有成就感。这种互动的学习方式，让我觉得参加团课不仅
仅是知识的学习，更是一次有趣的探索和成长的机会。

第三，地震防灾团课提供了丰富的实操机会，让我们有机会
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在团课中，老师组织了丰富多
样的实操活动，如灭火器使用、急救技能和逃生演练等。通
过这些实操活动，我们不仅增强了实际操作的能力，也深刻
认识到自己在灾害发生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在逃



生演练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找到避难
所，并与他人合作逃生的重要性。这类实操机会不仅让我们
巩固了所学知识，也强化了自身的能力和信心。

第四，地震防灾团课的老师们敬业肯献，传授的知识和经验
令人受益匪浅。他们朴实无华的讲解方式，深入浅出地向我
们介绍了地震的知识和应对方法。他们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真
实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地震的危害和防范之道。
在团课中，他们耐心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一一进行纠
正和指导。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让我深受教育和感
动。

最后，参加地震防灾团课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一种责任
和担当的体现。地震是一项无法预测和控制的自然灾害，对
于每个人来说，掌握地震预防和自救互救知识至关重要。通
过参加地震防灾团课，我深刻认识到地震防灾意识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明白了自己作为一名公民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我会将所学知识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同时也会将所学知
识传递给身边的亲友，共同为地震预防和自救互救贡献自己
的力量。

综上所述，地震防灾团课为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让我对地震预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从中获取了宝贵的经
验和教训。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丰富的实操机会和敬业
肯献的老师们，我不仅增强了自身的预防意识和应对能力，
也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储备，并认识到了作为一名公民应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我将把所学知识付诸实践，并将其传递给更
多的人，为地震预防和自救互救贡献自己的力量。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三

一个星期五的上午8：35分，演习正式开始。同学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嘈杂声过后，
学生们分楼层、分教室迅速有序地撤离教室。所有人员按照



预先制定的路线从教学楼逃离，短短的2分钟以后，所有人撤
离到大操场上。整个过程指挥到位，秩序井然。

这次地震逃生演练、紧急疏散演习活动开展得非常有意义，
不但增强了同学们应付突发事情的意识，而且还让学生懂得
了很多自救知识。他们知道了在操场或室外遭遇地震时，应
该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
险物；在室内遭遇地震时，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迅速抱头、
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震后再有组织地撤离；在楼上发
生地震时，千万不要跳楼，不能站在窗外和阳台上。另外，
学生们还亲身体会到了在逃生过程中，不能只顾个人安危，
要服从老师的指挥，镇定、有序地疏散到安全地带的重要性。

这次地震逃生演习，还让我想到了很多。我想到了在学校里
对小学生进行类似逃生演习的重要性。有些灾难并不是像我
们想象的那样离我们很远，相反，有些灾难就可能出现在我
们身边。必要的'知识宣传和实地演习，能增强学生自我保护
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能在灾难来临之际，减少伤
亡。地震逃生演习、火灾逃生演习……我们要多开展类似的
工作。有中长期地震预报的地区，平时更要结合教学活动，
向学生们讲述地震和防、避震知识，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听从
指挥、团结互助的品德，提高师生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反
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我还想到了，学校发生地震时，最需要的是学校领导和教师
的冷静与果断。震前要安排好学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
震后沉着地指挥学生有秩序地撤离。沉着冷静的指挥和合理
得力的措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保护师生
的生命安全。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四

忻州市首次组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演练点设在忻府区秀容
中学。忻州市防震减灾领导组和忻府区防震抗震指挥部全体



成员共计80余人观摩了本次演练。通过观摩演练，我们有以
下几点体会：

通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有组织、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疏散，
让学生掌握逃生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应对各种自然
灾害及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增强自护和自救能力，因而能
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

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以校长韩贵
喜为组长的演练领导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秀容中学防震
减灾安全演练方案》，设立了指挥部，明确了工作人员分工
及职责，并在演练前详细向师生讲解预案内容，让师生熟悉
演练程序。

整个疏散演练活动的过程紧张有序，全体学生在老师的指挥
下按照事先设定的疏散通道，迅速地撤离了教学楼，并到达
学校操场的指定地点，没有发生任何危险事故。整个过程紧
张有序，师生们把它当成一次真实的逃生经历，没有丝毫的
疏忽。通过演练，全体学生均掌握了逃生的核心要领（护头）
和其它基本要领。

如：演练中有的同学嘻嘻哈哈不够严肃：撤离教室时各楼层
没有分楼层、按规定的延时撤离，所以人员比较集中，相当
拥挤，容易发生挤倒、踩踏等事故。

通过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有了很大的收获，学校也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应让秀容中学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后，将
他们演练的成功经验在全市推广，通过拓宽应急演练层面，
普及应急公共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应急管理水平，提高全
民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五

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我校在某月某日下午进行了地震



演练，通过实践演练，增强了师生的应急疏散的经验和能力。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我校成立领导小组，部署演练
工作。会上，学校领导要求全体成员首先从思想上要引起重
视，增强防震、消防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其次对
这次演练的具体操作程序、疏散要求与注意事项作了一一讲
解。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一定
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
利进行。

根据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拟定了“平明中心小学地震演练活
动方案”。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认真研讨，对演练
方案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使演练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程序、路线等
都作了具体的说明。并教育学生，听到校长宣布险情发生后，
全校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
散，不能再收拾物品；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
不得喧哗、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
起逃离危险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
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某月某日下午，班主任和疏散指挥员各就各位。值周校长通
过广播下达命令，各班班主任立即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
离。到达目的地，各班马上清点人数，向校长汇报。最后对
此次演练活动进行简要总结，并宣布演练活动结束，请各班
有秩序地回到教室，并要求班主任就本班参加这次演练活动
立即进行分析、小结。这次活动全校共有1900多名师生参加，
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只用了3分钟。演练按预案进行，整个
演练过程既紧张、激烈，又有条不紊。通过这次演练活动，
大大增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知识，大大提高了师生逃生、自
救、自护意识，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
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六

一声巨响，所有的教学楼瞬时垮塌。美丽的校园变成了废墟。
在这猝然降临的巨大自然灾害面前，每个人的本能反应就是
逃生。惟独逃，才会有一线生存的期望。所以，今天，全校
师生一起举行了一次“地震演练”。

下午第三节课，班主任先说了说“逃生”的几个步骤：先抱
头钻到课桌下面，然后等上10秒钟后再迅速跑出教室。别看
着步骤挺简单，可实际练起来，你会发明一系列的“小问
题”，比如：钻到课桌下面时，凳子碰着头。跑出教室时同
学们太挤等。这一些“小问题”我们练了好几遍才克服了。

最终正式开始了。楼下哨一响，全班同学先飞快地钻进课桌
底下，等了10秒钟后，同学们又一窝蜂似地迅速往楼下跑。
在楼道里，还有些“逃生”的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挡着我
们的路了，同学们十分着急，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了：“快
点儿！快点儿我快没命了，楼快塌了……”“快点儿！我快
被砸死了……”同学们完全进入了角色，心中只想着自己逃
生。同学们们猛冲下去，最终平安的到达了楼下。

在那个下楼的过程中，我心里除了担心还有胆怯。通过这次
演练我最终体会到了当“512大地震”来临时，所有当事人的
复杂的心情。当我到达楼下的那一刻，我心中有一种成就感，
因为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逃生”一个当地震发生前所有人心里唯一的念头。惟独用
自己最大的力量猛冲下去，才会救得生存的期望。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七

地震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它会直接造成建筑物与构筑物、
地面、山体等自然物的破坏，海啸、海底地震引起的巨大海
浪冲上海岸，还会造成沿海地区的`破坏。地震的直接灾害发



生后，有可能会引发出次生灾害。有时候，次生灾害所造成
的伤亡和损失，比直接灾害还要大。

“5.12”大地震，使四川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伤害;
前一段时间，海地7级大地震使首都太子港等地化为一片废墟。
地震再次显示了它巨大的杀伤力。为了防止遭受类似灾害，
我校于本学期搬离了抗震能力较差的房屋。为了强化师生安
全意识，提高自救能力，针对突发事件情况下，如何让师生
熟悉逃生路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我校组织全体师生进行
了一次地震逃生演习。

一个星期五的上午8：35分，演习正式开始。同学们在老师的
指导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嘈杂声过后，
学生们分楼层、分教室迅速有序地撤离教室。所有人员按照
预先制定的路线从教学楼逃离，短短的2分钟以后，所有人撤
离到大操场上。整个过程指挥到位，秩序井然。

这次地震逃生演练、紧急疏散演习活动开展得非常有意义，
不但增强了同学们应付突发事情的意识，而且还让学生懂得
了很多自救知识。他们知道了在操场或室外遭遇地震时，应
该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
险物;在室内遭遇地震时，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迅速抱头、
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震后再有组织地撤离;在楼上发生
地震时，千万不要跳-楼，不能站在窗外和阳台上。另外，学
生们还亲身体会到了在逃生过程中，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要
服从老师的指挥，镇定、有序地疏散到安全地带的重要性。

这次地震逃生演习，还让我想到了很多。我想到了在学校里
对小学生进行类似逃生演习的重要性。有些灾难并不是像我
们想象的那样离我们很远，相反，有些灾难就可能出现在我
们身边。必要的知识宣传和实地演习，能增强学生自我保护
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能在灾难来临之际，减少伤
亡。地震逃生演习、火灾逃生演习……我们要多开展类似的
工作。有中长期地震预报的地区，平时更要结合教学活动，



向学生们讲述地震和防、避震知识，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听从
指挥、团结互助的品德，提高师生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反
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我还想到了，学校发生地震时，最需要的是学校领导和教师
的冷静与果断。震前要安排好学生转移、撤离的路线和场地;
震后沉着地指挥学生有秩序地撤离。沉着冷静的指挥和合理
得力的措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保护师生
的生命安全。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八

今天上午，我校举行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逃生演练，这次演
练让我对地震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地震警报的响起，正在上课的同学们迅速从座位上站起
来，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来到指定的安全区域。整场演
练用时4分23秒，同学们没有慌乱，没有拥挤，每个人都用自
己的行动，为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这次演练让我认识到地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
对待它，听从指挥，不慌乱，就能在地震中逃生。同时，这
次演练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在危难面前，
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学会珍惜生命，让生命之花开放得
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通过这次演练，同学们的防范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在今后的
学习和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惕地震的发生，遵守学校的规
章制度，不要私自离开教室，不要贪玩，不要在没有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确保安全，
让生命之花开放得更加灿烂。

总之，这次演练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
和珍贵，也让我认识到防范地震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学习和



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惕地震的发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不要贪玩，不要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只有这
样才能确保安全，让生命之花开放得更加灿烂。

地震防灾心得体会篇九

作为中国人，我对在日本生活的人类所遇到的悲剧深表同情，
并且也非常赞叹他们在地震中所表现出的民族素质！！！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有必要对其实施人道救援，我国派出一
支救援队体现人道关爱，我觉得这样很好也足够了。

这次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序和冷静，世人都认为一是长期
教育的结果，二是司空见惯的淡然。但其实隐藏在这些背后
的更多的是无奈，日本的建筑质量绝对是稳居世界前茅、日
本人应对地震的经验也必须是no.1、从民间到国家对地震的重
视程度肯定也是举世公认的第一……但是在9级地震面前的效
果如何呢？？？在更大震级的地震面前效果又会如何呢？？？
当然会有效果，但是这种效果依然造成了大量人员和财产的
损失，而且这还是全世界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能
做出的最好结果！！！所以长期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威胁下
的日本人除了接受命运，能联想到的肯定还有改变命运，但
如果是在幅员辽阔的大陆上，一般的做法除了改造当地的基
础设施之外，更多的就是逃离，但是日本人有逃离的可能
吗？？？宫城大震，东京小震，全国无处不震……日本人对
此曾经做过努力，那就是从唐朝开始的3次进入大陆的尝试、
其中的原因除了统治阶级的贪婪之外，更多的也是下层广大
日本人民潜藏在心底的那种对安全的渴望！！！在现代文明
曙光照耀中日两国之前，这种尝试基本上是痴心妄想，但是
当近代科技彻底压倒了人数和地盘的局限之后，日本人进入
安全的大陆已经不再是幻想，特别是日本从近代开始一直作
为亚洲第一集团领头羊之后，这种危险就只能是被延缓，而
不能被根除，除非日本人能够无限制的自由在本岛和大陆上
居住。



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可选的地区只有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但是前者资源虽然丰富，但是气候和地
理条件并不适合太多人的居住，而且中美俄都会反对，并无
可乘之机；而后者，日本如果以一己之力去争夺，不光是中
国不答应，美国也不可能同意，最大的可能就是中美联手，
绞死日本。所以只有中国大陆，借着美俄都不愿意看到过于
强大的中国出现，并且不愿入场太深的情况之下，日本来个
浑水摸鱼，只要拥有了中国大陆，哪怕只是一部分土地和资
源，日本绝对是可以挣脱美国的枷锁的，不要以为美国总能
掌控好双刃剑！！！

我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看看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之后发
生的一切；再回去好好看看历史，46年直到95年日本没有发
生大地震（不是没有地震）时候，日本政坛的温和；再到95
年之后日本政坛的整体转右，日趋强硬……直到这次史无前
例的9级大地震，请用人性好好想想在这次大地震中表现出良
好民族素质的日本人民潜在心底的想法！！！在生存面前，
活着就是最大的美德！！！这是任何民主、科技、人品都无
法解决的问题！！！

日本大地震不光是震动了日本人民，更是给中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人绝不会坐以待毙，强健自身、扩大军队、加强侵
蚀……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看不到的更可怕，那就是在
生存下去的压力下日本从上到下都会全力以赴不择手段的削
弱中国的各种方式和途径！！！！

中国，我们准备好了吗？现代社会的大国竞争我们还是头一
次真正投身其中，失败了可就是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