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 预防地震灾害的心得
体会(优秀10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那
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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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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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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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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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二

地震是地球上常见的自然现象之一，具有瞬间强大的能量释
放和毁灭性的破坏力。地震不仅能摧毁建筑物，还能引发火
灾、山体滑坡、海啸等一系列灾害，给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
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提高我们的地震防范意识和能
力，我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加强防震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地震防范首先要有强烈的防震意识，只有认识到地震的危害
性，才会认真对待地震防护措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
了解所处区域的地震风险、地震预警体系和紧急避险处所等
重要信息，可以通过媒体、互联网等渠道获取。同时，还要
学习基本的自我保护知识，如在地震初期迅速躲到桌子下或
墙角等可靠的地方，避免身体受到砸击。此外，还应建立应
急预案，包括逃生路线、联系方式等，以便在地震发生时保
护自己的安全。

第三段：加强社会合作，提高整体应对能力

地震防范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合作和参
与。政府作为地震防灾的责任主体，应加强地震监测和预警
系统的建设，并制定相关的地震应急预案，提高应对能力。
同时，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也应加强地震演练和培训，
提升员工和学生的自救和互救能力。而个人在社会层面可以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推广地震防护知识，提高大众的地震防
范意识。只有社会各方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地震灾害。



第四段：地震减灾技术和设施的引入和应用

在地震防范方面，科技和技术手段的引入和应用也起着重要
作用。如地震建筑工程设计、地震隔震设备、防震减灾材料
等，都能够在抗震能力和建设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选
购和修建房屋时，可以选择符合抗震要求的建筑材料和结构，
确保建筑的抗震能力。此外，地震预警系统的建立和使用也
是重要一环，它可以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地震预警，让人
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保护措施。这些技术手段和设施的引入
和应用，都能够在地震发生时起到有效的减灾和保护作用。

第五段：持续学习和总结经验，不断提高防震能力

地震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现象，其规律和预测仍存在许多未知
和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持续学习和总结，不断提高自己的
地震防范能力。可以通过参加地震防护知识的培训班、阅读
相关的书籍、关注地震论坛等方式来获取最新的地震防范知
识。同时，还要定期检查和维护家庭和办公室的地震应急设
备，保持其良好的工作状态。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防震能力，
才能更好地抵御地震的威胁。

总结：地震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但通过加强防震意识、
加强社会合作、应用科技手段和设施以及持续学习和总结经
验，我们可以提高自身的地震防范能力。在面对地震时，我
们要保持冷静，迅速采取适当的自救措施，并在地震后参与
灾后重建，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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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四

在第五节课上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令人心惊胆战警报声响
起同学们双手抱头迅速的猛地钻进桌子下面大约十二秒钟过
后，第二次警报再次响起同行像弹簧一样站了起来，自然成
为飞快地跑下楼，跑到楼梯口，大家像闪电一般冲向操场迅
速站好等待着其他班级。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汶川大地震多少人都在地震中失去了亲
人失去了双腿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生命无价生命只有一次我们
要珍惜我们的生命生命十分宝贵，如果不珍惜生命，当生命
走向尽头时后悔也来不及我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用
认真的态度去面对生命让生命更有意义。

地震演习太重要了，如果每个学校都能做到这样就会同县绿
岛突发事件怎么办汶川地震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受到伤害被
夺去生命。

这次防震演练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
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在此我想告诉大家我们都应该珍惜自
己的宝贵的生命，在突发事件中要急中生智，沉着冷静。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我们学校有一场地震演习。地震演习有两种方法，第一
种是逃离式的，就是逃出去，第二种是躲在教室里的课桌下
面。



开始了，广播上说：“地震演习立即开始“，接着传出了一
声长长的哨音，表示地震了。我们赶快藏到课桌下，然后把
书包保护在头上。老师提前告诉过我们这么做的。

我钻在桌子下面等了好一会儿，看到有些同学已经不耐烦了，
有的人有意摇晃桌子凳子，感觉好似是真的地震了；有的同
学趴在那里，偷偷地拍卡片。他们把这当成一次游戏了。

这时候又传来一阵哨声，开始第二种逃生方法演练。

老师让我们快速下楼疏散，我们立即排成两队，这是提前组
分的。然后我们快速地疏散，好似是考大家跑步的能力一样。

我们按照原定的路线，绕到教室后面，再立即跑到操场中间，
有几个老师在那里维持秩序。

大家是陆陆续续跑到的。我发明，下楼梯时，大家简单和从
楼道跑出来的人撞到一起，我也是老和别的人撞。下着下着，
我们班有人跑到别班去了，别班也有几个人插进我们里边。

但我感觉，要是真的地震了，这些还是挺有用的，必须要这
么做。

这样的演习很少举行，它给我很大的启发，下次万一地震的
时候，就要么抱着头躲在课桌底下，要么就给头上顶着书包
跑下楼去。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六

学了《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课文，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
懂得了父爱的无私和伟大。

文章讲述了美国洛杉矶大地震后，一位年轻的父亲不顾各种
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在人们认为几乎不存在希望的情况下，



一直坚持38个小时，终于从瓦砾堆中营救出儿子和他 4个同
学的动人事迹。

如果这位爸爸没有这种无私而伟大的父爱，他就不会这样执
著地坚持去挖。

有的孩子的父母也赶过来，他们在哭喊过我的儿子!我的女
儿!之后，就绝望地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没有活着的希
望了。

虽然明知孩子生存的希望渺茫，虽然明知地震后余震危机四
伏，可是这位爸爸没有放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
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对儿子说过一句话，不论发生
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他的话给了自己一个承诺，给了自
己坚持挖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如果这位父亲也仅仅是来到这片废墟绝望的大喊我的儿子!那
他的儿子和 4个同学就只有长眠于地下了。

让我感动的还有，儿子为了救同学，让他们先脱离危险。这
也是父亲的教育使他在38小时之后仍然具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真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啊!如果人人都能像这对了不起父
子那样，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就能得救。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七

有了观前，即有观后。好莱坞的灾难或亲情片看多了，偶看
国产的，特别不适应。

坞片是上帝保佑、个人英雄、普世价值、大气回肠;国片则家
长里短、郁闷纠结、凄惨悲号、天怜地悯。

本博主将国产的电影，与时俱进地分成三大类：



至于一本正经学究似地按主旋律、按类型、按题材等等分类，
实在是俗不可耐。中国的片子，与中国的足球有得一拼!在一
帮烂脚拐腿的坚实基础上，再去研讨踢球的战略高地，战术
低洼?实在是劳而无功，枉费心机!

话虽粗陋，却绝无对《唐》不恭的意思。首先，《唐》是一
类主导片。在国内的视野里，对冯导演，我还是要恭维的;其
次，在一类里比划，仍算灵光一闪，上乘之作，且是多年少
见的言情片。

《唐》片感人，仍有硬伤。情节的突兀或极端，也就算了。
反正三十多年的时空跨度，浓缩在二小时内，难免瑕疵。戏
剧冲突，张弓拔弩，欲射还止，奔向激烈，也算必然。没必
要火眼金睛，挑刺审渣，明察秋毫。天灾人亡面前，显得不
太厚道。

不过，中国电影里，戏剧表演的浓重痕迹，仍是通病，值得
议论一番。

国内的演艺圈，出自电影学院、中戏、上戏的居多。戏剧舞
台表演功底殷实，且受前辈老辈教诲，流毒甚深，为害至今。

舞台表演，直面观众，需场景制造，气氛烘托，声情并茂，
夸张搞怪等等，皆是正道;电影表演，间接面对观众，需蒙太
剪接，自然流畅，生活口语，有镜无镜，有语无语，才是正
途。

国内电影演员，能称道的，皆是本色演员，葛优就是!真正大
师级的，还没找到。臂如好莱坞的霍夫曼，演老演少演女人，
神形皆备，真假难辨，如火纯青，大师级的!汤姆.汉克斯，
英雄亦可，傻瓜亦象，众口皆碑，大师级的!……群星璀璨，
举不枚举!

国产电影能够走出去的，稀稀拉拉，凤毛麟角。《唐》片剧



台表演虽浓，仍应归入凤毛之列。能否走出去?我不知道!我
只知道：震动世界影坛的：香港拳脚功夫片，外加一个李小
龙!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八

学了《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课文，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
懂得了父爱的无私和伟大。

文章讲述了美国洛杉矶大地震后，一位年轻的父亲不顾各种
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在人们认为几乎不存在希望的情况下，
一直坚持38个小时，终于从瓦砾堆中营救出儿子和他14个同
学的动人事迹。

如果这位爸爸没有这种无私而伟大的父爱，他就不会这样执
著地坚持去挖。

有的孩子的父母也赶过来，他们在哭喊过”我的儿子!“”我
的女儿!“之后，就绝望地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没有活
着的希望了。

虽然明知孩子生存的希望渺茫，虽然明知地震后余震危机四
伏，可是这位爸爸没有放弃，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就
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对儿子说过一句话，”不论发
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他的话给了自己一个承诺，给
了自己坚持挖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如果这位父亲也仅仅是来到这片废墟绝望的大喊”我的儿
子!“那他的儿子和14个同学就只有长眠于地下了。

让我感动的还有，儿子为了救同学，让他们先脱离危险。这
也是父亲的教育使他在38小时之后仍然具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真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啊!如果人人都能像这对了不起父



子那样，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就能得救。

《地震中的父与子》这篇文章使我认识到父爱的深厚和伟大!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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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防范心得体会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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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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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惟独用自己
的力量猛冲下去，才会救得生存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