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逃生讲话稿 地震逃生演练讲话
稿(实用8篇)

标语能够在短时间内传播信息，快速拓展影响范围，起到宣
传推广的效果。标语的文字选择要简洁明了，突出主题，避
免冗长和晦涩难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标语佳作，快
来看看吧！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一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因为各种自然因素，异常是各种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的发生
愈加频繁。它的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损
失和伤害，这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们的心。

自然灾害是可怖的，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令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大
地开始颤抖;水杯开始学会跑步并跑到了桌角，掉在地上摔了
个粉碎;房屋也开始摇晃起来。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地震
来了。

人们开始慌张起来，开始到处寻找能够躲避的地方。然而几
分种后，地震这个恶魔像发了疯似的，把大地撕扯得四分五
裂。各处房屋在一瞬间倒塌，夺走了不计其数的的生命。

虽然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是惨痛的，可是这也
并不是说自然灾害是完全不能够避免的。人们为了减少各种
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财产损失，异常是生命的损害，已经
做出了各种可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防洪建堤。



自古以来，洪水就是人们的天敌之一，它淹没田地、房屋，
并夺走多少人的生命。洪水是一只无法驯服的野兽，一旦暴
怒起来，对人们的伤害将不可估量。可人们也找到了应对的
办法—修筑大堤，开沟修渠。人们无法驯服这头野兽，就修
起了围墙，把它拦起来，再进行适宜的疏导。这种做法大大
减小了洪水带给人们的伤害。

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总是笨拙的，但他们身上就没有值得
我们借鉴的东西吗?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值得我们借鉴的
东西当然有。日本是一个“多震国”，地震无疑是他们最大
的敌人。为了更好地生活，日本的先民对他们的房屋进行了
改造，使得地震对他们的影响大大减小。这种技术值得全球
人民借鉴和使用。

尽管人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自然灾害总是不可完全避
免的，人们对有些自然灾害还是显得措手不及。可在人们的
共同努力下，人们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人们把水运到干旱地
区，解决了干旱地区的生活用水问题;同时，人们又到洪涝地
区帮忙修建大堤，减小了洪水对人们的伤害，改善了洪涝地
区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灾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掌握求生技能，大家团结
一致，万众同心，就能跨过一道又一的坎儿。所以，让我们
行动起来，为抗震救灾献上自我的一份力，哪怕是一份绵薄
之力。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二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是四川大地震x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第xx个“防灾减
灾日”。省教育厅、省地震局、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省



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资阳市教育局、xx市教育局在xx中学联合
举行全省中小学校“5.12”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启动
仪式，并把每年的5月12日确定为“全省中小学校防震减灾应
急演练日”，其目的就是号召全省中小学校高度重视防震减
灾和学校安全工作，不断强化应急演练活动，努力提高中小
学生防灾避险、安全应急、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确保青
少年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四川是全国自
然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七年前的今天，四川8.0级特大
地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近年来又陆续发生了“4.20”雅
安芦山7.0级强地震，“11.22”康定6.0级地震，给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面对大自然的灾难，人类如何应
对，一直是我们不断求解的难题。

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大地震中涌现出来的“最牛学校”。刚
才，该校校长林强同志介绍了他们一直以来坚持应急演练的
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4.20”雅安芦山地震时，名山
中学师生镇定、有序、安全撤离教室的画面。“11.22”康定
地震时，康定中学师生在2分多钟时间里，全部撤离到安全地
带且无一受伤。这些场景令我们感动，这些案例值得我们总
结。磨刀不误砍柴功，关键工作在平时。桑枣中学、名山中
学、康定中学在地震来临时的成功疏散撤离，就是他们长期
坚持应急疏散演练的结果。“11.22”康定6.0级地震时，甘
孜全州无一学生死亡，仅有个别学生受轻伤，就是因为他们
高度重视学校防震减灾演练工作，他们要求学校从每学期开
展一次大演练，到“每月一跑”，最后到利用大课间操时间
开展“每周一跑”。这些成功的经验和经典的案例反复证明，
做好防震减灾、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工作何等重要，意义何
等重大，这是贯彻落实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具体行动，是一项保障幸福、捍卫安全的生命工程。

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站在办人民满意教育的
政治高度，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充分认识开展学校防震减灾、安全应急演练活动的极端重要
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
安排，有针对性地设置演练项目，拟定演练方案，开展仿真
演练，提高演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增强中小学生安全
应急能力。

同学们、老师们、同志们，灾难无情，生命无价。孩子们是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做好学校安全应急大演练，普及
防震减灾、安全应急知识，提高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防震减
灾、安全应急能力，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我们相信，通过
这次活动的开展，必将对宣传普及防震减灾科学知识起到有
力地推动作用，对全省防震减灾、安全应急宣传教育也将产
生积极深远影响。

借此机会，我谨代表省教育厅，代表主办单位，对资阳市、xx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xx中学全体师生员工的精心安排筹
划、积极参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三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刚才，学校模拟了地震发生时的情况，我们高兴地看到，警
报发出后，同学们沉着冷静，利用课桌、书包等有效地进行
了自护，紧接着又按照学校预案快速有序地疏散，全校xxxx
余名师生，用时1分40秒，全部撤离到安全场地，又一次圆满
地完成了应急减灾安全疏散演习任务。在此，我谨代表学校
向全体同学表示热烈祝贺!向为本次演习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
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师们，同学们，我校高度重视地震、消防等防灾演习工作，
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安全疏散演习，20xx年x月xx日，我校成
功举办了全市性应急减灾演习工作，当时演习的内容之多，
场面之大，至今还令人难忘。此外，我校还一直坚持利用多
种形式加强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受到了社会一致肯定与好评。
在此，我高兴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已经被省科协、
省教育厅和省地震局正式命名为：安徽省防震减灾科普示范
学校。这一殊荣来之不易，可喜可贺!

老师们，同学们，刚才的演习也暴露了部分班级还存在一些
问题，比如：有些学生觉得好玩，偷偷地在嬉笑，极不严肃，
影响到其他同学;有些学生没有躲避的动作或动作太慢，姿势
不够正确......这些问题今后一定要纠正，同学们要记住，
这不是游戏，这是保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希望通
过这次演习，大家能进一步增强防震、防火等安全意识，培
养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掌握应急避险技能，提高自救互救
能力。同时，还要通过每一个学生，带动每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一个“宁
静、舒适、安全、和谐”的学习乐园，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健
康快乐地成长。

最后，我还要郑重说明的是，我们今天进行防震减灾疏散演
习，只是为了提高增强学生防震减灾安全意识，掌握应急避
险技能而进行的常规工作，绝不意味着地震即将来临，请全
体师生不要误解，自觉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谢谢大家!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四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防震减灾，从忧患意识开始》。相信
大家都知道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我国四川汶川的那次大地
震：面对无数的生命被埋在废墟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对
着废墟呼唤，撕心裂肺的声音响彻夜空……那情那景、一幕
幕震撼人心的画面至今都让人心绪难平，感慨万千。自此，
国家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防震减灾日，以此提醒大家学习防
震减灾知识，守护好生命。

同学们，出现房倒屋塌的灾难性地震还是少数，山崩地裂的
画面也属罕见。一般性地震，只要能按正确的方法去做，就
不会有想像中那么大的灾难。在接下来的防震减灾系列教育
中，学校还会组织相应的演练活动，请同学们在认真对待，
除此之外，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尤其要具有增强灾害风险的
防范意识，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不仅是面对自然灾害，我们需要有忧患意识，面对与
人类命运相关的一切，我们都需如此。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的古训。古语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样的语句表
达的是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警惕和忧虑，就是通常所说的
忧患意识。具体到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也是如此。

目前，我校正在进行学风建设，从学校管理层来说，该行动
表达的是对学校、同学们未来发展的忧虑，体现了学校的忧
患意识。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将涣散的心思振作起来，
把淡忘的记忆清晰起来，把迟钝的感觉敏锐起来。我们需要
将精神高度紧张起来，全身心的投入到日常学习当中，在这
样的忧患意识下，久而久之，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关注我
们每天出勤状态、自习课的投入状态、课堂积极性和作业上
交情况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会考虑自己专业的方
向、工作的未来规划乃至自己的人生目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追求安乐就会精神松懈、心情懒
散，锐气怠尽。我们需要忧患意识，促使我们时时保留锐气，
心怀戒惧以保持高度警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我
们才会在学习、工作及今后的人生中处变不惊，一往直前。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五

活动目的：

1.使学生了解有关地震的基本知识；2.使学生在实际测量、
计算及演练中熟悉本教室遇到突发灾难的逃生路线，提高学
生的自救、自护能力。

活动准备：

1.学生在网上搜集查阅地震自救知识，准备好发言；2.卷尺，
直尺，图纸，秒表。活动过程：

一.教师主持发言：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20日8时2分
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北纬30．3度，东经103．0度）发
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据四川省民政厅21日17时
统计，芦山地震已造成184人死亡、24人失踪、11826人受伤
（来自民政部的消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地
震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这次大地
震共造成人员死亡和失踪近八万人，伤几十万，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其破坏之严
重、人员伤亡之多、救灾难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

地震属于自然灾害，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在这突其而来的灾
难面前，我们应采取什么急措施，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
最大限度的生存下去呢？面对地震我们将怎样有效迅速撤离
危险地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实践的主题：地震灾难逃



生路线设计。

二.学生介绍地震知识

首先我们先了解有关地震的基本知识：（请事先准备好的学
生发言）学生1：要尽量用湿毛巾、衣物或其他布料捂住口、
鼻和头部，防止灰尘呛闷发生窒息，也可以避免建筑物进一
步倒塌造成的伤害。

学生2：寻找和开避通道，设法逃离险境，朝着有光亮更安全
宽敞的地方移动。—时无法脱险，要尽量节省气力。如能找
到食品和水，要计划着节约使用，尽量延长生存时间，等待
获救。

学生3：保存体力，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在周围十分安静，或
听到上面（外面）有人活动时，用砖、铁管等物敲打墙壁，
向外界传递消息。当确定不远处有人时，再呼救。

学生4：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
使用明火。学生5：正在上课时，要在老师指挥下迅速抱头、
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用书包等保护头部。在操场或室外
时，可原地蹲下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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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6：地震一旦发生，首先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及时判
别震动状况，千万不可在慌乱中跳楼。学生7：正好在家里时
可躲藏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也可转移到开间小的厨
房、厕所去暂避一时。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
的地方，具有较好的支撑力，抗震系数大。

三.教师组织学生测量逃生路线

将学生分成十个组，每个组5人，大家分工合作：



第一组：测量教室门口至教学楼下的距离。出教室门左右各
有安全通道，分别测量，分别计算。

第二组：测量教学楼下至b栋楼口的距离，这段距离要测量出
最长距离与最短距离。

第三组:测量b栋楼口至下梯式广场的距离；

第四组:用秒表实际演练一下坐在教室中间位置从反应到跑到
教室门口需要的时间；

第十组：用秒表实际演练一下坐在教室中间位置从反应到跑
到下梯式广场最短距离所需要的时间。

四.统计数据

1.前三组的测量距离的数据记录在黑板上，第四组到第十组
的时间数据分距离段记录该组5人当中最长时间。其中第五组
与第六组的时间属于同一区间不同路段的时间分别记录，第
九组与第十组的时间分别记录。

2.计算全程的路程，全程的时间

全程路程计算：分别计算出最短路程与最长路程。全程时间
分为四部分：（1）第五组、第七组、第八组的时间和；（2）
第六组、第七组、第八组的时间和；（3）第九组的最大距离
所需要的时间；（4）第十组的最短距离所需要的时间。

3.预测

（1）如果要在5分钟内全部撤离现场，需要怎样的速度？（2）
分别计算（最长距离、最短时间）、（最长距离、最长时
间）、（最短距离、最短时间）、（最短距离、最长时间）
下的速度；（3）比较（1）（2）中计算的数据，小组讨论交



流。四.结论汇总，画出逃生路线图纸。

按照一定的比例小组合作作出逃生路线的图纸，逃生路线不
同作出图纸便不同。

五.各组展示图纸，交流心得

各个组的图纸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全体同学，大家交流自己的
心得，先小组内部交流，在小组派代表在全班交流。

结束语：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固然可怕，但是如果我们平时
做好相应的逃生措施及演练，做好自保自救的心理及相应的
逃生准备，也会为我们的“生”多一份希望，同时这样的准
备可以让我们心里少一分盲目的恐慌，多一些应对突发事件
的沉着。最后愿我们的雅安尽快走出灾难带给我们的伤痛，
雅安加油！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六

地震中文：地震，又称地震和地面振动，是由地壳快速释放
能量引起的振动，会产生地震波。地震的主要原因是地球上
板块之间的相互挤压和碰撞，导致板块边缘和板块内部的错
位和破裂。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篇一】地震逃生演练精彩讲话稿

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我们全体
师生聚在一起进行应急避震演练，主要是想让我们学会求生
本领，免于自然灾害。



通过地震应急演练做到警钟常鸣，使全校师生了解应急避震
知识，掌握应急避震的正确方法，培养学生听从指挥、团结
互助的品德，提高师生的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能力。
在地震来临时，全校地震应急工作能快速、有序、安全进行，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特别是减少不必
要的非地震伤害。

今天的演练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应急避震，大约60秒钟；
第二部分是在主震结束以后的紧急疏散，刚才经过体育老师
的测量，二楼师生疏散用去分秒。一楼用去分秒。每层楼所
用去的时间都是符合我们预定要求的，各年级组织的也很好，
秩序井然，没有因为演练造成伤害。第三部分是自救互救演
练，这部分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演练。

整个演练过程美中不足的是：有个别同学在避震时没有按要
求保护好自己的头部或眼睛，在撤离时有的同学没有接到老
师的撤离信号就跑出教室了，有的同学在撤离时没有小跑，
没有紧迫感，而是在“散步”，以上不足希望同学们以后要
改正。

同学们，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我们都应该学会避免
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伤害的方法，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最后，祝愿全体老师和全体同学，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篇二】地震逃生演练精彩讲话稿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全校师生在这里开展了一场既紧张又有意义的防震防



灾安全疏散演练活动，这是我们学校安全教育的一个传统项
目，每年每学期都要举行。其目的就是利用演练活动，学习
和掌握自救知识，增强安全意识，在遇到危险时，知道应该
如何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这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学校是人员高度集中的公共场所，在突然遇到火灾、地震等
突发紧急情况时，如果不能做到有组织地迅速撤离，很容易
发生拥挤、踩踏等安全事故。

今天这场安全现场演练，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防范知识，也
获得了一些安全防范的经验，学会了在危急时刻逃生的技能。
同学们也在老师们的指挥下，在老师们的安排下，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演练项目，希望同学们真正学
懂并记在心里。

今天，我们消防安全疏散演练环节中，全校师生能够按照学
校的统一指令和要求，较快地撤到了指定地点，基本上达到
了疏散演练的要求，没有发生拥挤等不安全的事故。安全疏
散主要是做到有序和迅速。

有序就是有组织有秩序，不拥挤、不抢先。迅速就是速度要
快，事故发生时，时间就是生命，速度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基
础上的。

今天的演习，火灾逃生演练活动一号线历时，二号线历时；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在亲身体验中增强了安全知识，学
会了安全逃离现场的方法，对火灾危险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幸运的，但是谁能保证危险不会在我
们身边发生呢？在校园中，需要紧急疏散的机率并不大，但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做好准备，减少受伤的机会，同学
们时刻要有安全意识。



我希望今天的“紧急避险及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能够唤醒全
体师生对安全的重视，只有你们的欢声笑语、平安健康，才
能使我们的校园充满阳光，充满生机。最后，祝全校师生平
安、健康、幸福、阳光。

【篇三】地震逃生演练精彩讲话稿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地震时我们该怎么办?”。

上星期，学校开展了地震演练活动，同学们都认真对待，积
极配合老师，可是有一小部分同学嘻嘻哈哈，认为地震根本
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
年约有500万次。地震，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是一种
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它破坏力很大，往往发生在瞬间。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防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多学习掌握一
些抗震技能。

如果我们在上课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迅速抱头，闭眼，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背向窗户，用书包保护头部。服从老师
指挥，有组织地撤离，防止出现踩踏意外，不可慌乱冲出教
室，不可跳窗逃生。

如果我们在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躲在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如果我们逛书店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选择结实的柱子边
或内墙角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
玻璃橱窗或柜台，不要慌乱，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如果我们不幸被埋压，怎么办?设法用砖头、木棍等支撑残垣
断壁，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以防余震时再被埋压，不
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



闻到煤气及有毒异味或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服捂住口、
鼻，不要乱叫，保持体力，用敲击声求救。

防患于未然，同学们，中午回家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地震
包”吧。先找一个书包(可以是以前使用过的旧书包或背囊)，
里面放一些防灾用品：如口哨、手电筒、急救药品、火柴、
蜡烛、毛巾、绳索、毛毯、写有家人血型的卡片等等，可以
再放两瓶矿泉水及一些固体食品(譬如饼干、花生)。记得这
些食品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因为放久了会过期的。接着
把这个“地震包”放在家门口一个醒目并且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果灾难真的发生时，这个“地震包”或许会挽救我们的生
命。

【篇四】地震逃生演练精彩讲话稿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地震时我们该怎么办?”。

上星期，学校开展了地震演练活动，同学们都认真对待，积
极配合老师，可是有一小部分同学嘻嘻哈哈，认为地震根本
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
年约有500万次。地震，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是一种
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它破坏力很大，往往发生在瞬间。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防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多学习掌握一
些抗震技能。

如果我们在上课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迅速抱头，闭眼，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背向窗户，用书包保护头部。服从老师
指挥，有组织地撤离，防止出现踩踏意外，不可慌乱冲出教
室，不可跳窗逃生。

如果我们在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躲在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如果我们逛书店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选择结实的柱子边
或内墙角就地蹲下，用手或其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
玻璃橱窗或柜台，不要慌乱，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如果我们不幸被埋压，怎么办?设法用砖头、木棍等支撑残垣
断壁，防止周围杂物进一步倒塌，以防余震时再被埋压，不
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
闻到煤气及有毒异味或灰尘太大时，设法用湿衣服捂住口、
鼻，不要乱叫，保持体力，用敲击声求救。

防患于未然，同学们，中午回家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地震
包”吧。先找一个书包(可以是以前使用过的旧书包或背囊)，
里面放一些防灾用品：如口哨、手电筒、急救药品、火柴、
蜡烛、毛巾、绳索、毛毯、写有家人血型的卡片等等，可以
再放两瓶矿泉水及一些固体食品(譬如饼干、花生)。记得这
些食品每隔一段时间更换一次，因为放久了会过期的。接着
把这个“地震包”放在家门口一个醒目并且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果灾难真的发生时，这个“地震包”或许会挽救我们的生
命。

【篇五】地震逃生演练精彩讲话稿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全校师生在这里开展了一场既紧张又有意义的防震防
灾安全疏散演练活动，这是我们学校安全教育的一个传统项
目，每年每学期都要举行。其目的就是利用演练活动，学习
和掌握自救知识，增强安全意识，在遇到危险时，知道应该
如何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这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学校是人员高度集中的公共场所，在突然遇到火灾、地震等
突发紧急情况时，如果不能做到有组织地迅速撤离，很容易



发生拥挤、踩踏等安全事故。

今天这场安全现场演练，我们学到了很多安全防范知识，也
获得了一些安全防范的经验，学会了在危急时刻逃生的技能。
同学们也在老师们的指挥下，在老师们的安排下，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演练项目，希望同学们真正学
懂并记在心里。

今天，我们消防安全疏散演练环节中，全校师生能够按照学
校的统一指令和要求，较快地撤到了指定地点，基本上达到
了疏散演练的要求，没有发生拥挤等不安全的事故。安全疏
散主要是做到有序和迅速。

有序就是有组织有秩序，不拥挤、不抢先。迅速就是速度要
快，事故发生时，时间就是生命，速度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基
础上的。

今天的演习，火灾逃生演练活动一号线历时，二号线历时；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们在亲身体验中增强了安全知识，学
会了安全逃离现场的方法，对火灾危险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幸运的，但是谁能保证危险不会在我
们身边发生呢？在校园中，需要紧急疏散的机率并不大，但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做好准备，减少受伤的机会，同学
们时刻要有安全意识。

我希望今天的“紧急避险及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能够唤醒全
体师生对安全的重视，只有你们的欢声笑语、平安健康，才
能使我们的校园充满阳光，充满生机。最后，祝全校师生平
安、健康、幸福、阳光。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七

地震演练校长讲话稿(一)：

地震演练校长讲话稿(一)：

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

非常高兴，大家只用了短短分钟的时间就顺利、安全的完成
了今天的紧急疏散演练。“生命诚可贵，安全最重要”，近
年来，我校十分重视安全教育，每年都要举行紧急疏散演练，
举行自护自救培训。胡锦涛总书记在四川大地震后指出“将
灾害预防等科学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国家教育部、建设部
等部门先后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防震减
灾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为贯彻落实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和应
急演练的精神，我校于今天举行紧急疏散演练活动。

大家知道，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但是人们可
以通过有效的措施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汶
川大地震时，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紧临着震灾最为惨烈的北川，
却在这场举世震惊的特大地震中，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
伤亡。因为该校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
紧急疏散演练。由于平时多次演练，地震来时全校2200多名
学生，上百名老师，仅用1分36秒的时间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
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上。要知道，该校每个教学楼内的
学生都非常多，人员密集，学生数最多的班级有80多名，能
做到安全、快速的疏散很不容易。

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少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和损
失，具有重要意义。

同学们，在校园中，需要紧急疏散的机率并不大，但我们必须
“居安思危”，做好准备，减少同学受伤的机会。同学们时
刻要有安全意识，了解发生紧急情况时如何应变及紧急疏散



的程序。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是安全教育永恒不变的基石;保障生命，
尊重生命是安全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同学们要在努力保障
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当危险突然来
临时，不能自私自利夺路而逃，更不能为保障自己的生命权
而恶意损害他人的生命权。要服从指挥，从容镇定，遵守秩
序，让所有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同学们，今天的成功演练，是对4.14玉树大地震中死难者的
最好怀念。愿警钟长鸣，生命之树常青。

地震演练校长讲话稿(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我
们相聚在高新新城学校，共同举办和见证“地震逃生”演练
活动。在此，首先对莅临本次活动的各级领导和嘉宾表示热
烈的欢迎!对地震局、教育处领导的精心策划，表示诚挚的谢
意!对为本次活动付出艰辛劳动的全体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学绝大部分学生都在教学楼里上课。当他们感觉到大地的
剧烈颤抖时，各个教室里的学生们都立刻按照老师的要求原
地避震，在第一阵地震波过后，大家又在老师的指挥下快速
而有序地紧急疏散。在短短1分36秒左右的时间里，桑枣中学
的2200名学生和上百名老师，就全部安全地转移到了学校开
阔的操场上。他们创造了奇迹，这个奇迹来自于他们平时的
训练有素。灾难是可怕的,它总是突如其来的到来,给人们带
来无以弥补的伤害。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为了让孩
子在灾害面前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今天
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地震逃生演练,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
实际的逃生技能课。

为了今天的演练，学校精心安排，各班也积极准备。在刚才
的演练活动中，全校老师组织到位，保障有力;全体同学积极



配合，服从命令，用时很短的时间，全校师生按照预定的疏
散路线，紧急有序地从教室撤离到操场空旷地带，没有发生
任何互相推挤或踩踏事故。整个演练过程井然有序，不仅增
强了师生们的防震避震的安全意识，还提高了广大师生在地
震中的逃生自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灾难无情，生命无价。同学们，作为未成年人，我们更要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平时要加强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救自护
能力，掌握在危急情况下机智逃生的本领，并积极向家长、
友和邻居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安全，珍爱生命。同时，我
希望全体师生能以这次防震减灾演练为契机，进一步把我校
的安全工作做好做实，把各种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使
我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平安校园”、“书香校园”!最后，预
祝本次地震逃生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地震演练校长讲话稿(三)：

同学们：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今天，**县地震应急演练在城
关中学成功举行。这是近年来我县举办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地
震应急实战演练，活动非常必要，意义十分重大。这既是对
全县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水平的一次全面检测，也是对各部门、
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的重大考验，更是对全县干部群众和广
大师生安全防范意识的一次再强化。这次活动，得到了省、
市的高度重视，***局长亲自莅临指导;县直相关部门精心部
署、周密安排，特别是**全体师生准备充分、认真投入，付
出了辛勤的努力。我们看到，整个演练活动组织周密、职责
到位、扮演充分、井然有序，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
目的。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省、市各位领导及
各县区地震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参加这次演练的工作人员、各
位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县地处六盘山地震带中部，是潜在的地震危险区。虽然历
史上没有重大破坏性地震发生的记载，但汶川地震、芦山地
震都提醒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基本道理。特
别是汶川大地震以其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加强地震灾害预
防是一项非常必要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基于这样的考虑，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作，将其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统筹安排，加大投入，防震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加强，应急救援体系不断完善，应急救援能力显著
提高。

力提供了示范，也为更好地提高各部门、各单位协同应急能
力积累了经验。我们要以此次演练活动为契机，牢固树
立“宁可千日无震，不可一日无防”的思想，以对党、对人
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将防震减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应急预案，坚持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活
动，并与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演练活动有机
结合起来，切切实实提高我县防灾减灾工作的应急处置能力，
为全县经济社会转型跨越、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地震逃生讲话稿篇八

为了让全校师生了解防震、疏散等应急避险知识，提高全校
师生在密集场所紧急避险、自护自救和应变的能力，掌握地
震来临时就地避震方法和余震时最有效的逃生方法，2008
年11月26日上午，我校举行了全校师生地震逃生演练。这次
地震逃生演练搞得比较成功，效果理想，达到了预期目标，
并获得城区小学地震应急演练一等奖，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学校领导重视，地震逃生演练活动组织到位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专门成立了由校长任组长
兼总指挥，副校长为副组长，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为组员的地
震逃生演练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制定详细的地震逃生演练
方案；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集中学习地震逃生演练方案，



要求全体教师首先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强安全意识；各
班主任和科任老师要以地震逃生演练为契机，在学生中进行
安全教育，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学校领导反复强
调两个“一定”，即地震逃生演练中一定要注意安全，疏散
时指挥人员一定要到位。正是因为领导重视，地震逃生演练
活动组织到位，才确保了这次地震逃生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二、筹划周密，地震逃生演练方案安全可行

在地震逃生演练方案中，就演练机构设置及人员职责、演练
的时间、内容、地点、疏散路线、程序、要求都作了具体的
说明。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能按方案顺利进行，要求班主任叮嘱学生，
第一次听到两短一长电子打铃声后，立刻就地蹲下，一手护
住头，一手抓住桌子进行就地避震；第二次电子铃响起后，
要求学生立即快速、安全地进行疏散，疏散过程中，学生用
双手护头，以防被砸，每班两行队伍，从靠进教室门口的第
一组开始，逐组撤走；撤走时，学生不能再收拾物品；中途
不准系靴带，不得拥挤、推搡，抢先下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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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位科任教师按照各自的分工，到达
指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三、秩序井然，地震逃生演练效果理想

地震逃生演练内容包括两项内容：一是防震自救演练(发生大
地震)；二是疏散防踩踏演练。在演练活动，每位教师尽职尽
责，确保了地震逃生演练活动秩序井然，演练效果良好。

第一次电子铃声响起，总指挥通过广播下达开始防震自救演
练的命令后，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立即组织学生进行防震自救
演练，要求学生在教室的桌子旁蹲下，一手护住头，一手抓
住桌子进行就地避震；一分钟后，第二次电子铃响起，班主



任和科任教师立刻组织学生进行疏散防踩踏演练，组织本班
学生排队，听从楼层领导指挥，按疏散路线指导学生有秩序
地迅速撤离；科任教师按分工要求，在指定位置，积极做好
疏导指挥工作。学生到达目的地（操场）后，各班按指定位
置双手护头立刻就地蹲下；各班主任马上清点人数，向指定
人员汇报，指定人员再向总指挥——校长汇报，整个演练活
动秩序井然。

这次活动全校共有1275名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
只用了2分17秒钟，整个演练过程严肃、认真、紧张、有序。
这次地震逃生演练活动是对我校《校园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的一次检验，从而提高了师生实际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
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初步掌握了
在危险环境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为今后一
旦发生地震，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安全疏散学生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整个地震逃生演练活动效果理想，达到了预期
目标。

2008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