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 防灾减灾
宣传标语(精选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篇一

1、防灾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防灾事关你我他，减灾利国又利家。

3、防灾依靠科学，减灾依靠大家。

4、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防治地质灾害，人人有责。

6、科学防灾，全民减灾。

7、关注生命，从防灾减灾日开始。

8、国家要科学发展，防灾要谋划先行。

9、加强防灾减灾，构建和谐校园。

10、加强防震减灾，关注生命安全。

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篇二

围绕“__”的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各项宣传教育活动，大力



推进防灾减灾文化建设，并通过此次活动，形成强大的宣传
声势，积极营造浓厚氛围，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使全市
农(渔)业领域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不
断提高，为服务保障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二、活动时间

20__年5月__日至__日

三、组织机构

为确保此次防灾减灾宣传周工作的顺利开展，特成立市
农(渔)业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领导小组。

四、活动内容

一是广泛宣传。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作用，通过开设专题栏
目、专家访谈、举办专题展览、现场宣教、张贴海报标语、
印发科普读物、播放宣传片等方式，广泛宣传普及农(渔)业
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和基本技能，提升公众识别农(渔)业灾害
以及逃生避险的能力。5月12日，各地要结合本地农(渔)业灾
害特点在公众较集中的广场或渔区、渔港设置宣传现场，悬
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材料，进行现场咨询和广播等，掀起农
(渔)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高潮。

二是认真排查隐患。各地要以“防灾减灾日”为契机，结合农
(渔)业安全生产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农(渔)业灾害隐患排查
和治理，做好台风汛期前的备灾工作。对渔业、设施农业应
用、农资经营等领域进行重点隐患排查，做到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对发现的风险隐患，要落实责任，立即采取防范治
理措施，及时消除隐患。

三是扎实开展演练。宣传周期间，有条件的单位要结合相关



应急预案、专项预案，针对潜在农(渔)业灾害风险，立足实
际，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演练，找准应急
预案存在的问题，认真组织修订和完善，切实提高应急预案
的可操作性。

五、活动要求

各县区农(渔)业主管部门、委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活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围绕“科学发
展，安全发展”的主题，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加强安
全生产的社会氛围，认真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各项活动，
为促进农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
环境。

“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结束后，请各县区农(渔)业主管
部门、委有关单位认真总结，并于5月__日前将宣传活动总结
材料报市农委渔政渔监处(安全生产监管处)。

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篇三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__个防灾减灾日。根据《国家减灾委员
会关于做好20__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
电(〔20__〕__号)精神，5月6日至12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学校协同区民政局、区教育局、区红十字会、__同心社工中
心、__火凤凰消防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做好本次宣传周活动。

一、活动主题

以“__”为主题。通过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活动，努力增强学
校师生防灾减灾意识，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
害风险转变，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二、活动内容

围绕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活动主题，进一步面向师生普及
洪涝灾害、台风灾害、地震灾害、风雹灾害、地质灾害、森
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生态环境灾害、火灾等各类灾害知
识和防范应对基本技能。

(一)主题讲座

活动时间：20__年5月__日下午__

参加对象：__年级师生

地点：七彩舞台

拍照报道：__

组织安排、会场纪律：__

1、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讲座。为老师、学生普及防灾减灾
专业知识和技能，特别是关于台风、地震、火灾逃生等提升
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2亲子绘制家庭安全逃生疏散图。老师教学指导如何绘制家庭
安全逃生疏散图;由学校老师当天布置学生回家亲子共同完成
绘制家庭安全逃生疏散图的家庭作业，纸张由会场组织提供。
5月__日上午班主任把学生作业全部收集起，交给同心社工和
火凤凰进行评比，计划从各班分别选出前10名学生作品进行
奖励，再从70个作品中选出前10名进行奖励。这70份作品将
在市级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现场进行展示倡导行动起，减
轻身边的灾害风险，提升家庭应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
力。

(二)应急演练



活动时间：20__年5月__日下午__

参加对象：艺体组全体教师、保安人员

地点：学校操场

维持铁序：__

拍照报道：__

签到：__

音响：__

现场指导学校保安、老师学习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并开展灭
火实操演练，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保安、团员、教师
上台实操演练)

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篇四

1、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构建平安和谐校园。

2、灾难需要永记，防患始于未燃。

3、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渡过难关。

4、积极行动起来踊跃为地震灾区人民捐款。

5、平安幸福从防灾减灾开始。

6、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7、灾难需要永记，防患始于未燃。



8、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注重预防人人有责。

9、防灾依靠科学，减灾依靠大家。

10、防灾减灾大舞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11、推进防灾减灾责无旁贷，坚持居安思危义无反顾。

12、防灾减灾人人参与，和谐社会家家受益。

13、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4、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

15、群策群力防灾减灾，万众一心共创和谐。

防灾减灾宣传班会教案篇五

自然灾害是无情的，很多人的生命都是丧生于自然灾害，其
中特别是地震的破坏性，这次班会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地震，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节课中学到地震逃生的方法。

[教学目的]

1、通过这次班会，让学生知道地震给人民带来的严重灾害。

2、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一些地震的基本知识，教育学生发生地
震时不慌张，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3、增强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有利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

[教学准备]视频播放，ppt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活动主题：

2008年的5月12日就这样写入了历史，当天十四时二十八分，
突如其来的汶川8.0级地震，震动了汶川，震动了亿万国人的
心。一个个美丽的县城，那样令人神往的天府之国，顷刻间
天崩地裂，断壁残垣。沉痛的瞬间，心痛的数字，染血的孩
子，受伤的脸庞…久久萦绕在我们心中。

二、地震前准备：让防震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备无
患。

1、地震前应做哪些准备?

学习地震基本急救知识，制订家庭应急预案，开展家庭一分
钟紧急避险、撤离与疏散的演练活动;备好防震应急包。配齐
应急物品。家具物品摆放要重的在下、轻的在上。将床放在
内墙(承重墙)附近，要远离屋梁和悬挂的灯具。

2、如何做好疏散准备?

清理杂物，使门口、庭院通道畅通，震时便于人员逃离。熟
悉周围环境，了解避难场所，地震时可沿指定路线及时疏散。

三、地震时自救知识：

1、地震时的避震原则是什么?

(应就近伏在床下、桌下和小跨间房屋里等安全角落，待震后
迅速撤离。)

2、地震时怎样自救?(先让学生讨论交流，再做补充和总
结。)

只有能做到，首先要切断电源、气源，防止火灾发生。用枕
头或手或坐垫保护头部。



2、在平房冲出房屋到空旷地带，如果来不及，就在坚硬家具
下伏而待定，再伺机转移。

3、在楼房遵循就近躲避原则。就近躲避到床、桌下登“安全
角”或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小开间内，不要跳楼，待强
震过后有序撤离。从高楼撤离时应走安全通道，千万不要坐
电梯。

4、在教室内不要向教室外面跑，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
桌下，待地震过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向教室外面转移。在操
场室外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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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街道上就地选择开阔地蹲下或趴下，要避开高大建筑物，
如：楼房等。

6、一旦震动停止，就要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被埋压时最重要
的是树立生存信心，沉着冷静。首先挪开头部周围的杂物，
保持呼吸畅通，闻到煤气、毒气时，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
用砖、木等支撑残垣断壁，以防余震发生后环境进一步恶化。
不要哭喊，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休息，等待救援人员到
来。如果受伤，要用简易的办法包扎好伤口，以免失血太多，
造成昏迷。要节约饮食，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使用，
发出求救信号时可采用敲击水管的办法。

四、地震后互救知识：

1、震后救人原则是先救近处的人。无论是家人、邻居，还是
陌生人，以免错过救人良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先救青壮
年。可使他们迅速在救灾中发挥作用。先救容易救的人。可
加快救人速度，尽快扩大救人队伍。

3、接近被埋压人时，不要用利器刨挖。注意分清支撑物与一
般埋压物，不可破坏原有的支撑条件，以免对人员造成新的



伤害。首先暴露被埋压者头部，清除口、鼻内的尘土，保证
幸存者呼吸顺畅。在抬救过程中不可强拉硬拖，避免使被救
者身体再次受到损伤。蒙上眼睛，使其避免强光的刺激。不
可突然接受大量新鲜空气，不可一次进食过多。避免被救人
员情绪过于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