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科普讲座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心得体会
(汇总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地震科普讲座篇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营造学校、家庭和社会防灾减灾的宣传氛围，唤起广大师生、
学生家长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互救技能，我校积极开展
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教育宣传活动。

1.为了保证活动顺利有效的组织实施，学校领导班子讨论与
研究宣传周活动的内容、要求、目标，制定《学校“防灾减
灾日”宣传周活动方案》，并按方案要求，具体组织宣传周
的各项活动。

2.积极宣传，营造氛围。

我校按照县局的要求，做好《关于开展20__年防灾减灾宣传
周活动的通知》的宣传学习。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日”的宣
传工作，学校利用升国旗仪式进行了以《如何防震减灾》为
主题的国旗下讲话，号召全体师生做到：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提高自我参与防灾减灾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认真学习防
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积极配合学校的抗灾防灾
演练，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从我做起。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营造安全教育活动氛围。

1)、在校园操场、护栏等处悬挂安全横幅。



2)、由学校法安科绘制两块有关“5·12防灾减灾”内容的宣
传展板，于5月8日—13日在学校进行集中宣传。组织全校师
生学习。

3)、led滚动展示5·12防灾减灾活动主题。

3.各班学生搜集相关安全教育的资料，让学生能够从中引起
注意，并获得相关安全知识，加强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学
习，提高认识，共同进步。

4.各班开展以“防灾减灾从我做起”为主题的主题班会。通
过开好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防骗、防震、防火、防雷电、
交通事故、溺水等安全教育，让学生将安全牢记在心中。

5.一至六年级学生制作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手抄报比赛。
将优秀作品做成精美的宣传栏，并组织学生参观学习。

6.开展一次全校“防震减灾”安全演练活动。

本次演练有两个意义：第一为了让同学们具有防震的能力，
提高防震意识。地震时要沉着冷静，要有智慧;要听从指挥，
不能拥挤。第二通过此次活动，学校领导讲解了守护生命十
大黄金法则，多了解防震的知识，提高自护能力。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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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形
式，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救生知识。

7.向全校学生发放一张“防灾减灾”致家长一封信。要求老
师先带领学生集中学习，回家后学生与家长再次学习。

8.各班、各科室组织开展一次“火眼金睛搜索隐患”活动，
学校全体师生认真分析了目前安全工作现状，针对防震、防
火、防雷电以及校园伤害、交通、溺水、用电等事故的薄弱
环节进行安全自查，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好记录，进行了及



时的整改，使学校的安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通过开展“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对全体学生进行了安全
教育再宣传，再动员，再强调。进一步增强了我校师生防灾
减灾意识，程度防止灾害的发生、保障我校师生的生命安全
和健康生活，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在以后的学校工作中，还
将一如既往的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绷紧安全教育这根弦不放
松，加强生命教育，让学生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

地震科普讲座篇二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是人为的或者自然的造成的对生活和财产
的严重损害。我们国家是一个自然灾难多发的.国家，如洪涝
灾害、旱灾、地震、泥石流等等。而其中的地震对我们的生
活影响最为直接，相信大家对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还都记忆
犹新吧。6年前的5月12日，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里氏8.0级
大地震，据有关方面统计，共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
失踪17923人，其中遇难的学生就达到6376人，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8451亿元。这是我国自建国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
难。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深深的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但逝者已远去，留给我们生者的不仅是悼念，更应该是考虑
如何对地震这种灾难加以防范。

我认为，地震来临后一定要有好心态，在危机时刻保持冷静
头脑，不能惊慌失措，盲目的选择跳楼。如在室外要远离建
筑物，尽量待在空旷处，在家里如果不能及时逃出可躲避在
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可转移到承重墙较多、空间小
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因为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
管道经过处理，具有较好的支撑力，抗震系数较大。

我们还可根据建筑物布局和室内状况，审时度势，寻找安全
空间和通道进行躲避，减少伤亡。在学校中，地震时要在比



较坚固、安全的房屋里，可以躲避在课桌下、讲台旁、教学
楼内开水间、有管道支撑的房间里，决不可乱跑或跳楼。在
公共场所，例如电影院、图书馆、商场、游乐园等，应认真
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从安全出口尽快撤离，切勿独自逃跑
和乘坐电梯。

虽然灾难无情，但人有情。每当灾难来临，我们只要团结一
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重新建
起我们的幸福新家园。

地震科普讲座篇三

还记得那日的x本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生气勃
勃，然而却在那一瞬间，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
错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西南处，国有殇！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重创
约5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截止2023年4月25日10时，遇
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其中x省68712名
同胞遇难，17921名同胞失踪，共有5355名学生遇难或失踪。
干脆经济损失约达8451亿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影响最大的一次地震。

于此可见地震带给我们的危害是巨大的，而地震是自然灾难，
是无法避开的，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虽然我们无法避开，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懂得用科学的道理，运用的
方法来爱护自己，削减灾难，避开威逼到自己的生命。下面
我们一起了解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防震减灾，爱护自己，爱
护家园。

地震来临前，地下水，动物都会有一些异样。只要我们专心
视察就会发觉地下水冒泡、发浑、变味等。而动物则是乱蹦
乱跳、惊恐担心等，这些都是地震来临前的征兆。在地震来
临前，我们要驾驭防震减灾学问，提高自己爱护意识；明确
地震时疏散路途和避震场所；清晰楼道和门前杂物；妥当处



置屋内易燃易爆物品，关闭煤气，切断电源，熄灭炉子火等；
衣袋里装上家庭成员名单、工作单位、通讯密码等；有准确
的要写明血型。

地震发生时，从地震起先到房屋倒塌，一般有12秒钟，此时
要保持冷静，要做到以下几点：能撤离时，快速有序地疏散
到选定的平安地区，不要拥挤在楼梯和过道上。

来不及撤离，应就近避震，震后再快速到平安地方。例如：
在家里可躲在床或书桌下面或较小的房间，如卫生间。在教
室可躲在书桌下或墙角边。在影剧院和饭店可躲在椅子下。

撤离到室外或正在室外的人员要选择空旷地带避难。避震时
要留意爱护头部，如枕头、脸盆、书包等顶在头顶，或用双
手护住头部。

地震发生后，大地震中被倒塌建筑物压埋的人，只要神志醒
悟，都应当坚决获救的信念，妥当爱护好自己，主动实施自
救。

我信任假如每个人都能做到，那我们在灾难面前便显得不再
是那么渺小，在灾难面前绝不再低头。防震减灾，共创美妙
家园！

地震科普讲座篇四

我去了绍兴科技馆观看了防震减灾科普展览，了解了地震的
一些知识，让我收益匪浅。

大家都知道，地震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那么地震是
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地球地层内部物质会不停地剧烈运动，从
而产生一股能破坏岩层的巨大力量，当这股力量积到一定程
度时，会使原本呈长方形等形状的岩层弯曲并变形，而岩层
一旦承受不住时，它就会破裂，错动，释放出巨大能量，产



生强烈震动，这就是地震。

地震的危害极大，它能造成房屋倒塌、桥梁断落、水坝开裂、
铁轨变形;它还能使地面出现裂缝、塌陷，喷水冒砂;而更严
重的是它能破坏山体等自然物，从而引起山崩、滑坡;它甚至
还会引起海啸，造成沿海地区的破坏。地震过后还会引起火
灾，水灾和瘟疫。比如说5.12汶川大地震，多少人遇难，就
算侥幸活了下来，可是大多都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家人和朋
友，这是我们这些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所不能体会到的，
他们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地震的危害虽大，可也不是不可预测的。地震前牛、马赶不
进圈,乱蹦乱跳,嘶叫不止,烦躁不安,饮食减少;一些猪羊不吃
食,烦躁不安,乱跑乱窜;狗狂叫不止;鸡不进窝,惊啼不止;鸭
不下水;家兔乱蹦乱跳,惊恐不安;鸽子在震前数天惊飞,不回
巢;密蜂一窝一窝地飞走;老鼠反应最灵敏,在震前一天至数天,
老鼠突然跑光了,有的叼着小老鼠搬家;有些冬眠的蛇爬出洞
外,上树;鱼惊慌乱跳游向岸边,翻白肚。

(2)如果我们在室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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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点极为重要。其次，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
可转移到承重墙较多、开间小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因
为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处理，具有较好的支
撑力，抗震系数较大。

(3)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极小
的空间，我们一定不要惊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相
信会有人来救你，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地震后，往往还有
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
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

(4)我们应设法脱离险境。如果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尽量
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



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
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休息，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

(5)我们还应设法维持生命。.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
长，救援人员未到，或者没有听到呼救信号，就要想办法维
持自己的生命，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尽量寻找食
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能起到解渴作用。

地震科普讲座篇五

我去了绍兴科技馆观看了防震减灾科普展览，了解了地震的
一些知识，让我受益匪浅。

大家都知道，地震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那么地震是
怎么产生的呢?原来地球地层内部物质会不停地剧烈运动，从
而产生一股能破坏岩层的巨大力量，当这股力量积到一定程
度时，会使原本呈长方形等形状的岩层弯曲并变形，而岩层
一旦承受不住时，它就会破裂，错动，释放出巨大能量，产
生强烈震动，这就是地震。

地震的危害极大，它能造成房屋倒塌、桥梁断落、水坝开裂、
铁轨变形;它还能使地面出现裂缝、塌陷，喷水冒砂;而更严
重的是它能破坏山体等自然物，从而引起山崩、滑坡;它甚至
还会引起海啸，造成沿海地区的破坏。地震过后还会引起火
灾，水灾和瘟疫。比如说5.12汶川大地震，多少人遇难，就
算侥幸活了下来，可是大多都失去了家园，失去了家人和朋
友，这是我们这些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孩子所不能体会到的，
他们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地震的危害虽大，可也不是不可预测的。地震前牛、马赶不
进圈,乱蹦乱跳,嘶叫不止,烦躁不安,饮食减少;一些猪羊不吃
食,烦躁不安,乱跑乱窜;狗狂叫不止;鸡不进窝,惊啼不止;鸭
不下水;家兔乱蹦乱跳,惊恐不安;鸽子在震前数天惊飞,不回



巢;密蜂一窝一窝地飞走;老鼠反应最灵敏,在震前一天至数天,
老鼠突然跑光了,有的叼着小老鼠搬家;有些冬眠的蛇爬出洞
外,上树;鱼惊慌乱跳游向岸边,翻白肚。

(2)如果我们在室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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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点极为重要。其次，可躲避在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亦
可转移到承重墙较多、开间小的厨房、厕所去暂避一时。因
为这些地方结合力强，尤其是管道经过处理，具有较好的支
撑力，抗震系数较大。

(3)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极小
的空间，我们一定不要惊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相
信会有人来救你，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地震后，往往还有
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免遭新的伤害，要
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

(4)我们应设法脱离险境。如果找不到脱离险境的通道，尽量
保存体力，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向外发出呼救信
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
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休息，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如果受伤，要想法包扎，避免流血过多。

(5)我们还应设法维持生命。.如果被埋在废墟下的时间比较
长，救援人员未到，或者没有听到呼救信号，就要想办法维
持自己的生命，防震包的水和食品一定要节约，尽量寻找食
品和饮用水，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能起到解渴作用。

地震科普讲座篇六

为了建立有效的防范和处理地震灾害的预警工作机制，增强
学生在遇到地震时逃生、自救能力，根据县教育局关于安全
教育工作地要求，结合学校安全教育工作活动计划，我校成
功进行了地震疏散演练活动。演练中，从地震警报响起到学



生全部从教室撤离到校园安全区域，历时1分20秒。整个演练
过程做到快速、安全、有序。这次演练活动的成功，与学校
领导对疏散演练活动进行周密部署，与师生严格按演练方案
进行实地消防疏散演练是分不开的。

1、为进行这次演练活动，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总指挥的地震
疏散演练领导小组，确立了“安全第一，确保有序;责任明确，
落实细节”的演练原则。

2、演练前，学校领导根据演练要求和本校实际，预先制订了
严密、确实可行的地震疏散演练方案。

3、学校制定严密的地震安全演练方案，让各老师通过传阅，
明白演练细节，明白自身责任;同时，还根据老师对演练工作
的一些提议，进一步完善演练方案，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4、结合安全教育的要求，做好安全知识宣传，并组织学生进
行快速组队演练和让学生明白撤离方向、撤离路线、撤离到
区域，为快速、有序、安全撤离作准备。确保演练万无一失。

5、演练结束后，校长做了总结性发言和点评。本次地震演练
活动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对普及地震安全知识和提高学
生自护自救能力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外，通过这次演练
活动，也提高了师生应对例如地震等地质灾害的应变能力。

地震科普讲座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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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科普讲座篇八

地震前的准备：要避免地震的灾害，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自



己，以自己的力量做好预防灾害的准备。一般家庭常备的东
西有粮食和饮水，以每人平均保存5天的份量为佳。另外再准
备一些防灾用品，如防灾头巾、手电筒、口哨、急救药品、
火柴、蜡烛、半导体收音机等以及一些逃生用具，如毛毯、
便携式炊具、固体燃料等。

地震发生时：1、如果在平房里，突然发生地震，要迅速钻到
床下、桌下，同时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护住头部，等地
震间隙尽快离开住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地震时如果房屋
倒塌，应呆在床下或桌下千万不要移动，要等到地震停止再
逃出室外或等待救援。

2、如果住在楼房中，发生了地震，不要试图跑出楼外，因为
时间来不及。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躲到两个承重
墙之间最小的房间，如厕所、厨房等。也可以躲要桌、柜等
家具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并且注意保护好头部，千万
不要去阳台和窗下躲避。

3、如果正在上课时发生了地震，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在教
室内乱跑或争抢外出。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中
间及后排的同学可以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包护住头部，靠
墙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

4、如果已经离开房间，千万不要地震一停就立即回屋取东西。
因为第一次地震后，接着会发生余震，余震对人的威胁会更
大。

5、如果在公共场所发生地震，不能惊慌乱跑。可以随机应变
躲到就近比较安全的地方，如桌柜下、舞台下、乐池里。

6、如果正在街上，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不要高楼
下、广告牌下、狭窄的胡同、桥头等危险地方停留。

7、如果地震后被埋在建筑物中，应先设法清除压在腹部以上



的物体;用毛巾、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如果找不到
脱离险境的通道，要注意保存体力，设法找到食品和水，创
造生存条件，等待救援，用石块敲击能发出声响的物体，或
者吹哨，向外发出呼救信号，不要哭喊、急躁和盲目行动，
这样会大量消耗精力和体力，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闭目
休息。

地震科普讲座篇九

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十分宝贵，失去了就没有第二次了，地
震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它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
产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树立防震减灾意识，力争把灾害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发生地震时，还有很多自救的方法：

一、将门打开，确保出口，躲在桌子等坚固家具的下面，户
外的场合，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之处。

二、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能在教室内乱跑或争抢外出。如果
是一楼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外，中间及前排的同学
可以尽快躲到桌子底下，用书包或者书本护住头部;靠墙的同
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等地震间隙再尽快离开住房，
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三、我们要带上基本很厚的书或衣服，然后我们要快速跑到
宽广的地方去，在那里等待救援人员。

我们要做到减灾防震还要爱护我们的环境，首先我们应做到
以下几点：

1.保护森林，种植树木，保护水土。

2.保护臭氧层防止有毒气体扩散。

3.要节约用电，不过度浪费。



4.小心用火，不乱玩火。

5.要多学防震、防灾方面的知识，有防范意识。

6.节约用水，珍惜每一滴水。

如果先做好了这几点，会减少灾害的发生，或者一旦灾难发
生时会挽回不少人的生命。

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突如其来的巨大灾害，将
无数或平凡或精彩的生命，在分秒之间，从或平静或波折的
生活中拽进巨大的困顿和危难，甚至沉入深渊。每想到这一
点，每一个有幸深处平安之地的中国人，心中就再难平安。

我们要争取做到最好，防止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必要伤害，我
们要努力保护我们的家园——地球，便是保护自己。让我们
行动起来，共同防止灾害的发生，让明天的地球更加光明，
更加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