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大全8
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
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一

今天，我和几个同学约好了一起去科技馆看科普展。这次科
普展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地震。地震其实就是地球内部物质不
停运动，产生一股作用于岩层的巨大力量，当这股力量积累
到一定程度时，会使岩层弯曲，变形，一旦承受不了这种变
化的时候，岩层就会发生急剧的破裂错动，释放出巨大的能
量产生强烈振动。地震会给人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说：泥
石流吧，有时它能把整个村庄淹没，人员，房屋等损失异常
惨重。地震，会导致大面积的地面倾斜，升降或变形。也会
对铁路，管道等生命线工程造成巨大破坏。我国建国以来发
生最大的一次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了，那是一次8.0级的大地
震，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失踪17923人，受伤374643人。
三个那么让人惊心动魄的数字，使我为受难的骨肉同胞感到
痛心。为了不让地震再伤害到更多人，我国建立了1000多座
地震观测台，随时预测地震前的'情况。除了这些，地震时躲
避措施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地震时千万不要跳楼或靠近阳
台，窗户;注意近水不近火;地震时要迅速躲避到坚固的家具
旁，厨房，厕所等地方;要避开危险场所，要听从指挥，不要
慌乱，不要急着涌出出口.......

大自然赐予我们许多秀美的景色，展示了它美丽的一面。但
有时大自然也暴露了它邪恶狰狞的面目，各种自然灾害让我
们人类防不慎防，损失惨重。这次的防震减灾科普展让我懂
得了不少关于地震的知识，受益匪浅!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二

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多地震的国家，在历史上发生过不少的
大型地震。例如：2007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我国历史上一次
重大的地震，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损失，实际上地震本身所
造成的裂缝和和震动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灾害性地震所造成
的损失不过是房屋倒塌建筑物破坏根据科学家对世界上130次
严重的地震的分析来看95%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惨损失是建筑物
倒塌所造成的，但由于我国现在的科技还未能将建筑物无限
度的加固并且由于阶段性的地震预报并未达到人类所期望的
精确水平，所以地震这一自然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还存在的严
重的威胁。

在日本的野田村也就是日本的2011311大地震的发生地点，在
三月十一日这一天日本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震，在地震发生
时房屋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晃，在地震发生半个小时，海啸余
震等一系列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这不仅给自然造成个灾害也
给人类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在二零一二年
四月十二日在在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也分别发生了六级和八
级的地震给当地的居民和建筑物都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损害。

在中国属于重灾区的平武县南坝镇的一个幼儿园有大中小三
个班，其中中班的王老师组织大家玩一个叫做‘地震来了我
快跑’的游戏。这个游戏主要让幼儿园中的孩子们正确的认
识地震以及真正遇到地震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一游戏使
幼儿园中的孩子们大大程度的远离了地震这一危害。在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绵阳市安县桑枣中学在一分三十六秒
内，2200多名师生按照演练路线有序疏散到空旷场地，在全
部师生安全撤离后，他们所在的教学楼发生的坍塌，所幸无
人员伤亡。以上的实例告诉我们就算地震离你很远也要做防
护演练在真正来临的那一刻也许可以拯救你的生命。

防震减灾是一项涉及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从宏观上讲国家
要对国土开展地震灾害的研究和分化。地震部门做好低着挪



动的检测。其中有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程经常开展向社会
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知识的科普！

预防地震，从你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三

xx年5月12日是一个中国人民难以忘却的日子。四川汶川发生
了里氏8.0级的大地震，导致69197人遇难，374176人受伤!看
着这串庞大的数字，很是让人揪心。

有些人坚持地震离我们很远，我们这里不会发生地震的观念。
其实，地震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可避免、无处不在的，地震
是极其频繁的，全球每年发生地震次数约五百五十万次，地
震的破坏力也是是非常大的。包括汶川地震、唐山地震、玉
树地震等等，以前的、近几年的大小地震都带来了无可挽回
的损失。

我们国家虽然不是地震频发地带，但是，如果面对可怕的地
震，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地震是自然灾害，当然，地震也不只
有天然地震，人工地震也是地震的主要的原因。人工地震就
是由于工业爆破、地下核爆炸、过度开发资源等等原因，增
加了地壳的'压力，地震也会发生。

作为我们小学生，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要低碳生
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身边的人，减少对地球资源的浪
费，减少开采，不给地壳带来压力一旦发生了地震，我们该
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以镇定的心态面对地震，发生地震了
不要慌，如果来得及先跑到空旷的地方。如果来不及，就用
枕头护住头部，躲到桌子或床下，尽量减少地震给自己带来
的伤害。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四

这次寒假里，我去绍兴科技馆参观了“防震减灾“科普展后，
终于对“地震”有了全面的了解，对“防震减灾”有了更深
的认识。

走进科技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块图文并茂的海报板，
上面写着各种关于地震的知识。在这里我了解到地震能够引
起火山爆发等系列的灾难，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些关于
地震的学说，也感受到唐山、汶川、玉树地震带给城市的灾
难，在这里更让我意识到了防震减灾的重要性。

相比这些板报，我更喜欢科技馆叔叔阿姨们为我们准备的实
验器材。因为这些模型不仅可以让我动手操作，同时也让我
在实践中了解了地震和防震的知识，这可真是一举两得呀!

经过这次参观，让我获得了不少知识，也让我懂得了不少。
今天好好地活着，谁知道明天就会有地震，明天我就离开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做有意义的
事。天灾不可避免，人祸还是可以减少的，在平时的生活当
中要多注意。如果遇到地震，首先要冷静下来，再想办法逃
出去。在房间里尽量躲在桌子下，在公共场所要尽量避开高
大建筑物。

让我们记住这些防震减灾的知识，并且好好练习，让灾难远
离我们，让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平安、幸福!

文档为doc格式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五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活动启动仪式定于3月_日15时在央
视频等平台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主要内容有：访谈、
形象大使致辞、院士寄语、科普讲座等，同期发布活动配套



的先导片、地震应急避险演练演示视频。我们初二（4）班组
织了全班同学集体观看。看了之后，我感受良多。

放眼世界，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唯有团结的民族可以
在灾难的锤炼中变得更坚强。雅安地震已经成为一场生命的
劫难，但现在的救援行动都将化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
以告慰死者，可以提醒后人。

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四川雅安7。0级地震突如其来，宁静
的小城在重创之下一片狼藉。尘土满面的孩子，低垂着脑袋
被抱出废墟，模糊的图像却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灾难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医疗等各个部
门迅速行动，投入到了紧张的救援中。与此同时，个人、企
业、民间组织也开始自发地捐款捐物，爱心正源源不断地涌
向灾区，和死神进行赛跑。经历了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磨炼，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去应对自然灾
害。这让我们在悲伤中感到些许欣慰。

尽管科技日渐发达，地震仍然不可预知。面对天灾，一个伟
大的民族应该坚强挺立，也应该不断进步。恩格斯说：一个
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汶川大地震之后，防震减灾法获得通过，应急救灾被纳入了
法治轨道。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公民精神随之成长，很多
人自发地为灾区的规划出谋划策，对应该用于重建的财物进
行舆论监督。巨大的社会进步有目共睹，我们相信这些会在
雅安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得到体现。

两年前，汶川大地震以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得桥梁断裂、
楼宇坍塌，可是中国人没有被击倒。三岁的小男孩躺在担架
上向救援者敬礼，年轻的警察妈妈敞开怀抱为失去母亲的婴
儿哺乳，至今我们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更忘不了举国默
哀的三分钟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那经久不息的加油声，那
一刻13亿人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在齐心协力的救援中，人与



人的隔膜打开了，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新的认识，整个社会
焕发出更强大的活力。可以说，灾难之后的记忆强化了国民
的忧患意识，提高了社会的应急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能以最
高的效率进行震后救援。在灾难面前，坚持以人为本，中国
曾经创造了救援的奇迹。我们也期冀另一种奇迹能在将来出
现，那就是大灾化为小难或者是有灾无难。这需要全体民众
继续弘扬“汶川精神”，强化忧患意识。

我们安宜初中每月一次的疏散演练，时刻在提醒我们，面对
灾难，我们也许无法躲避，但我们可以科学应对，把危害降
到最低点。让我们行动起来，天灾是击垮不了我们的，我们
是坚强的。

愿每一位逝者如秋叶般静美，生者如夏花般灿烂！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六

5月12日快到了，然而就在去年的这一天，四川省汶川发生了
里氏8.0级的大地震。面对难以抗拒的巨大天灾，人类又一次
表现出渺小和虚弱。我们除了震惊、悲哀、坚强之外，也需
要反省，比如面对地震、海啸、水灾，如何自救?世界三大自
然灾害中，地震高居第一。

据《减灾必读》一书的统计，历史上各种自然灾害曾毁灭了
世界各地52个城市，其中因地震而灭的城市就占了27个，超
过一半;其余25个城市受毁于地震以外的如水灾、火灾、火山
喷发、风灾等。因此，地震灾害作为自然灾害的“群灾之
首”是名副其实地震的'威力十分的大，为了不让美丽的城市
变成废墟，为了不让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变成孤儿……我们
从小就要知道如何在地震中逃生，不要慌张地向户外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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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大地震中感人的场景随处可见，有教
师、有消防员、有母亲……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位50岁
的男教师—谭千秋。他用自己的生命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展



开双臂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护4名学生。最终被湖南省委书
记张春贤誉为“英雄不死，精神千秋”!我们是祖国未来的建
设者，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是我们的责任。

所谓“防震减灾，人人有责”。我们应该从小学习地震知识，
学会如何预防地震。让这知识伴随着我们一辈子，让我们把
这些知识传给每一个人，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防震
意识，心中有“防震减灾，人人有责”的想法，共创美好明
天!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七

今天我跟着明德小分队到了个防震减灾的训练基地，虽然从
外面看起来只是座普通的房子，但里面却有许多的项目。

我们先到第一个展厅，看到这有个有时候古时候张衡发明的
地动仪(模型)。它是一个大鼎，上面有八条龙，龙嘴里有颗
珠子，面向八个方向：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南、
西北，下面对应有八条蟾蜍，哪个方向地震了，相应龙嘴里
的珠子就会掉到对应蟾蜍的嘴里，这样就可以判断哪里有地
震。

讲解员还告诉我们，地震时如果在室内应该尽快躲进桌子底
下，或用硬物顶在头顶上后躲在墙角，也就是“三角区”。
还让我们体验了地震模拟，威力真大!所以逃生方法一定要牢
记。

通过这次活动，我从中学习到了怎么样在地震中存活，也感
受到英雄们无私奉献、舍已为人的精神。我想让更多的人学
生在地震中求生，也想要让人们知道那些英雄的事迹，向他
们致敬!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感悟体会篇八

今天观看了“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启动仪式，通过
科普专家何永年的`讲解，我们了解了许多地震科普知识，使
我深受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带国家，震级达、频率高、灾害重。唐山
大地震，汶川地震，夺去了30多万同胞的宝贵生命，一段日
本地震视频，让人感受到地震的可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令人震撼。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今天开展地震科普知识，
十分必要，防灾减灾，利国利民。

作为教育者必须加强对学生进行防震减灾的科学知识普及，
开展逃生演练，做好应急预案等活动，使小学生懂得了安全
知识，就会影响家庭，影响社会，当灾害来临时才会自我保
护，确保生命安全。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地震科普，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