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 防震减灾演讲
稿(优秀5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那么我
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
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
助。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篇一

还记得5·12吗?四川汶川8.0级地震，还记得青海玉树地震
吗?灾情十分惨重。

往事仍历历在目：在地震中，有许多城镇楼房都倒塌了，大
桥也塌了。因为地震太厉害，造成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在这场地震中，死亡将近两万人。许多人都眼睁睁地看
着自己的亲人悲惨地死去却无能为力，只能悲伤地哭。在四
川灾区的中小学，一座座教学楼倒塌了，很多中小学生都因
为地震而被困在教学楼里，幸存者寥寥无几。

在这场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就是四川青川县。那里
房屋倒塌，人们流离失所，没有食物吃，只能靠政府救援。
青川县是四川省最偏僻的地方，因为那里四周有许多山坡悬
崖，所以与外界没有多少联系因为道路残缺，很难进去，所
以至今不出，得靠飞机运送物资。

自己的家乡。可见国家对这次地震多么关注与重视啊!此时其
他国家也向我国灾区人民表示慰问，并为灾区人民捐款。一
场地震引起了这么多人的关注，都对灾区人民进行支援慰问。

这就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正好应了这句话：天灾



无情人有情。

是呀，地震的威力是多么大啊，它能把美丽的城市瞬间变成
废墟;能让亲人们阴阳两隔;能使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能„„地
球只是打了个哈欠，却让无辜的人类承受着巨大灾难!作为小
学生，我们应该从小学习有关地震知识，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所以，我提倡“防震减灾，从我做起”。

大家都知道，地震发生在一瞬间，那么，地震来临时，我们
应该怎样预防呢?为此，我们中山街学校组织了地震演练活动。
比如，在地震来临时，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井然有序地跑到操
场上，来不及跑的同学就钻到课桌下面„„训练中，我们都及
时避免了“地震”。另外，老师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预防
地震的知识：如果是在家里，就应该躲到桌子下面或者卫生
间里、墙角内，依靠上下水管道和煤气管道支撑，会减少伤
亡;地震时，门会因变形而打不开，所以我们不要关门;如果
是在夜间地震，要争分夺秒地向安全地方转移，避开水塔、
烟囱等高大建筑物，转移到空旷场地。另外，我认为，要想
了解更多的防震知识，我们要多到网上查询或多看有关防震
的书籍，把我们知道的知识告诉身边每一个人，告诉他们，
地震来了要镇定，不要慌张，更不要传播谣言。只要我们平
时多向人们宣传地震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大家才能做
到不慌张、不恐惧，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这样才能减
少地震所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才能有效的保护生命和财产。

“防震减灾，从我做起”。我们从小就要学习地震知识，学
会预防地震，珍爱生命，共创美好明天!

老师们、同学们：

早上好!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防灾减灾,从我做起》。

2008年5月12日，我们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汶川发生了大地震，
房屋倒了，亲人没了，家园瞬间成了废墟。那一幕幕都揪痛



了我们的心。同学们，为了引起我们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
增强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的知识，增强综合减
灾的能力。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
国“防灾减灾日”。

近年来安全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小学生安全意
识也随之增强，防范能力逐渐提高，但是重特大伤亡事故仍
时有发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面对每一次残酷的事故，面
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逝去，每一个同学都应当视自己
的生命为最宝贵的东西，都应当时时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第一、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
前准备活动要充分，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
伤或摔伤。

第二、要注意交通安全。学生们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不能跟着汽车跑，横穿马路时要注意来往车辆。

第三、同学们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在同学间遇到矛
盾时，要冷静、理智，不能发生同学间打架的事件，一定要
自觉遵守校规校纪。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一定要寻求老师
的帮助解决。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
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

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去的`人们，也是提醒我们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
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
失。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镇静，任何突发应急事件不要慌乱。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珍爱
生命，努力增强自我防范能力，时刻注意防灾减灾，做到警
钟长鸣!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篇二

大家早上好！5月12日，这个让人恐惧的日子，一场毫无预兆
的地震袭来。短短的几个小时，汶川被夷为平地，无数个鲜
活的生命犹如昙花一般，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被无情的黑暗
所吞噬。霎时，零落的花瓣在神州大地的上空划过一道有一
道血染的痕迹。

而今天，站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我很自豪，能够以一位中
国人的身份，来缅怀“5.12”地震里那些震不碎的民族精神，
那些高贵纯洁而又美好的灵魂——9岁的林浩再死里逃生后仍
面无惧色地跑会废墟里抢救同学，只因一句“我是班长！”
北川中学的老师们舍身为人，用血肉身躯，为学生们支起了
一个庇护的生存空间；当一个乐观行的男生从废墟里抬出来
时，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吟吟地对旁边的人说：“我想喝可
乐！”这些只言片语，这些人，这些精神，像是炫目的花火，
点燃了爱传递的路线，照亮了整个华夏，让每个人的心中都
感受到了希望的温度。

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面对它的斗志；灾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缺少面对明天的勇气。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正式
需要努力奋斗作根基，坚韧坚强做枝干，感动希望作雨露，
生命小树才能茁壮成长。

昨天，我们缅怀历史；今天，我们奋发努力；明天，我们乐
观向上！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篇三

当地震突如其来时，如果咱们能够采取正确科学的逃生及自
救方法，那么就会把人员伤亡降低到最小程度。为强化学校
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自救互助本事，按照教育局统一
要求，遂平瞿阳二小进取制定预案，并全力部署做好充分准
备，于5月11日午时开展了逃生自救演练活动。本次活动主要
由两个部分组成：一分钟课桌下防震演习活动及地震后的疏
散演练。县公安局莲花湖有关领导受邀前来观看。

之后开始逃生自救安全演练，有四年级五个班的学生及六年
级四个班的学生——孩子们在教室里静静的学习，忽然信号
员发出：“地震警报”信号。

（学校铃声）同学们迅速拿起课本抱头，钻到课桌下，尽量
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最终一排靠里的同学面向墙，蹲
在墙角处。一分钟后，信号员发出“地震解除”信号（哨
声）：教师告知学生，地震已过，此刻撤离教室，进入紧急
疏散演练环节。在教师的统一组织下，孩子们不着急、不慌
乱，纷纷用书本遮捂头部，有序、快速地跑出教室，并按照
预定的疏散路线，迅速撤离到事先指定的地点，成功进行了
安全撤离。

经过这次防灾减灾的活动，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有了必须的
提高，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和团结互助的品
德。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篇四

自然灾害，包括人造灾害，都是人们最大的敌人。自然灾害
有许多，比如，地震、酸雨、温室效应、台风等。人造灾害
有火灾、水土流失等。远在古代，人们没有防范意识，都是



求神拜佛保佑平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懂得用科学道理、
实用的方法来保护自我，减少灾害威胁到自我的生命。本文
将告诉大家怎样用科学的方法来防震减灾，保护自我，保护
家园。

据调查，全国有许多地方发生大地震，如1514年云南大理大
地震，1975年辽宁海城大地震，1605年海南琼州大地
震，1786年四川康定南地地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如此
多灾害，损伤惨重，异常是唐山大地震，有20多万人死亡和
受伤。

其实，有些灾害是能够预防的。地震发生前，会有些预兆。
比如马等牲畜会挣脱缰绳，并疯狂地往外跑；正在冬眠的蛇
会涌出洞外；蜜蜂会惊飞、逃窜；狗会狂吠，还有一些家畜
会出圈，到处窜跑；老鼠成群结队搬家……这些预兆能够让
人们提前明白将发生地震，如果发现这些动物有这些反常现
象，须先辨别真假，再向地震局报告，以防在先，及早撤离。

地震发生了并不是就必死无疑，其实，还有很多自救的方法。
例如：地震了，你被压在废墟的底下，这时候，你不要盲目
乱动，要冷静，先把手抽出来，慢慢地挪动废墟，先坚持呼
吸顺畅，再想办法呼吸，喊人员来救你。如果发生地震时你
在家里，必须立刻钻到坚硬、并且没有倒塌的小房间中躲避，
以免砸伤。还有，要贴着坚固的墙壁或在门口蹲着，在房子
倒塌后，再求生，要避免被弄伤。如果在野外，必须要避开
陡崖，防止掉下山。还有要预防山体滑坡，以免滑下去。如
果在学校，必须要听从教师的指挥，躲到课桌下，注意保护
头部，如果在上体育课，要避免高大的建筑物，不要被砸伤。
如果在电影院，要躲在观看椅底下避震，要避开挂在天花板
上的灯、空调的悬挂物，用东西保护头部，听从指挥人员指
挥撤离现场。在商场发生了地震，要避开玻璃柜，避开货物、
广告牌、灯等物品。如果在公共汽车内，要躲在椅子底下或
蹲下，要稳住重心，扶好扶手。



其他自然灾害不像地震一样不可避免，有时是完全能够控制
的。

酸雨，被人们称为“空中死神”，因为人们的工厂排放出的
废气，（硫化物）飘到空中，一下雨，便和雨一齐下来，就
成了酸雨。酸雨会导致湖水变酸，鱼虾类死亡；森林渐渐衰
老；农田变贫瘠；一旦滴到文物古迹，珍贵字画上，立刻会
被腐蚀烂……可见，酸雨对人们的危害有多大！

温室效应就是指大气层中有气体吸收红外线，导致气温升高
的.一种效应。它的危害也不小，会导致很多人丧失生命，尤
其是老人和小孩子。温室效应会使人得哮喘病等肺病，还会
引发许多疾病，如脑炎、高烧。并会造成干旱、洪水，粮食
减少，许许多多地方财物损失重大。

还有许多自然灾害，其中有许多是人类自我的“杰作”。所
以，我们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不要自我害了自我。

不止自然灾害，还有人造灾害。如火灾、泥石流、水土流失
等，都是人类自我砍伐树木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保护森林，种植树木，保护水土。

2、工厂不要排放太多废气，多用取之不尽的太阳能。

3、要保护臭氧层，汽车不要排放废气。

4、细心用火，不乱丢烟头。

5、要多学防震、防灾方面的知识，有防范意识。

6、节俭用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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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我们的家园——地球，便是保护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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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减灾的演讲稿个字篇五

防灾减灾，主要是要增强我们的风险防范意识，保证大家的
生命安全。下面是“防震减灾日”演讲稿，欢迎参考。

大家早上好!我是八年级15班的林，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防
灾减灾，珍爱生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xx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声撕心裂肺
的巨响，一个地动山摇的震撼，一场痛彻心扉的灾难，降临
在泱泱巴蜀。倾刻间，山崩地裂、房屋倒塌、公路断裂、桥
梁坍塌、通讯中断、尸横遍野、大地悲泣。在这场灾难中，
共有7万余人遇难，37万余人受伤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

“5.12”是一个需要永远记住的日子!自20xx年起，每年的5
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震减灾日”，以时刻提醒我们：防灾
减灾的安全警钟应当长鸣!

在防震减灾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共同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的小
知识。

一、防地震。发生地震时：如果是正在上课，靠近门的同学
可以迅速跑到门外，中间及后排的同学尽快躲到课桌下，用
书包护住头部;靠墙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远离
窗台，以防玻璃碎片伤人。如果在走廊或楼梯上，应找墙角
蹲下，保护好头部，远离墙上悬挂的装饰物，等震动停止后
迅速向外撤离。如果在操场、大街等户外的地方，绝对不能
跑进建筑物中避险，也不要在广告牌下、篮球架下等危险地
方停留，尽量向空旷的地方集中。



二、防火。生活中，发现火情应及时报警。一旦遇到火灾，
首先要保持5秒钟的镇静，尽快选择一条切实可行的逃生路线，
如经常使用的门、窗、走廊、楼梯、安全出口等。在打开门、
窗之前，必须先摸摸它们是否发热，如果发热，就不能打开，
应选择其它出口。如果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少许并迅速
通过，然后立即关好。当你熟悉的通道被烟火封锁后应该先
向远离烟火的方向疏散，尽量避免向楼上疏散。同时，一旦
到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决不要停留在原地，应迅速采取
措施，向着火层以下疏散。

三、防电。不要乱插、私接电源，特别是不要用湿手去插电
源插头。凡是金属制品都是导电的，不要用这些工具直接与
电源接触。不要用湿的手巾擦电器，防止水滴进机壳内造成
短路，以免触电。雷雨天气，不要站在树底下避雨，以免遭
到雷击。在放学、上学的路上，特别注意路边的电线是否有
脱落，见到有脱落一定要及时躲开。不要私自玩电，当家里
没有人时，一定要把所有的电源都关闭或拔掉。

四、防溺水。不要独自外出游泳，更不要到不知水情的地方
去游泳。游泳前，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先活动身体，
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千万不要贸然跳水和潜泳，更不能互相
打闹。在游泳中，若小腿或脚部抽筋，千万不要惊慌，可用
力蹬腿或做跳跃动作，或用力按摩、拉扯抽筋部位，同时呼
叫同伴救助。

五、交通安全。我们要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如：行
人要走人行道，横过公路时要一停二看三通过。骑自行车时
要注意：不在机动车道内骑自行车、不逆向行驶、不带人、
不闯红灯等等。

生命是无价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关注安全就是关
爱生命!关注安全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安全是我们幸福生活的
保证，安全是我们健康发展的前提。安全不仅关系到我们本
人，更关系到学校、家庭，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和整个民族。

同学们，让安全意识常驻我们心间，从现在开始，防灾减灾，
珍爱生命，让我们行动起来!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高一(3)班的吴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防灾减灾 珍爱生命”。

生命，是珍贵的，是无价的。我们能够领略山的雄伟，海的
壮阔，是因为我们拥有生命;我们能够聆听风的细语，鸟的欢
歌，是因为我们拥有生命;我们能够感受亲情的伟大，友情的
温暖，爱情的美好，是因为我们拥有生命。生命，是如此美
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但同时，生命又是无比脆弱的。20xx年5月12日大地震，一瞬
时，山崩地裂，家园损毁，生命消逝。熟悉而温暖的家园被
撕裂成山般的废墟，天真烂漫的笑脸被夺去花一样的童年，
鲜活的生命被那一瞬间把生与死分开，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
被残忍无情地摧毁掩埋。在灾难面前，生命显得如此脆弱而
不堪一击。

正因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才要倍加珍爱。而对于灾难，如果
我们能进行有效的防范和保护，我想，生命或许会坚韧不少。

比如，对于地震，自20xx年起，每年的5月12日被设为全
国“防灾减灾日”。 每年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日”宣
传周。“防震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
去的人们，也是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
防震减灾意识。而当地震来临之时，我们千万要镇静。由于
强烈振动只有几秒到几十秒钟，时间短促，所以应采用“就



近避震”的方法。如果不幸被压在建筑物下，更要保持头脑
清醒，尽量保存体力，延长生命。

对于火灾，我们平时应注意电器的使用和烟花爆竹的燃放，
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不应随意进行与火有关的游戏。处
在陌生的环境时，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楼梯方位。一
旦发生火灾，需要保持镇静，不能惊慌，利用周围一切可利
用的条件逃生。如果身处浓烟之中，尽量采取低姿势爬行，
头部尽量贴近地面。

当然，人的一生遇到大的灾难的几率是小的，我们更加要注
意小的安全问题，提高防范意识，例如，不随意下河，下湖
游泳;不要进入网吧,避免使学习受到影响,身心健康受到污染
和受到人身伤害;要注意活动安全,特别是进行体育活动时要
防止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生命的“韧性”，要
主动承担起生命的使命与苦难。有的同学因为学习，情感等
方面的问题，便失去理性，心智大乱，伤害自己或他人，甚
至令生命在最美好的时光中消逝，岂不令人扼腕叹息。因此，
我们既要对外界防灾减灾，也要对内心的灾害进行防范。一
旦出现问题，及时与老师，同学，家长沟通交流。

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真实地活着，且活得尽
可能地精彩。每一次风雨之后，都让心灵感受到生命的拔节。
而生命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便负有严肃的使命，因此，我
们要学会防灾减灾，珍爱生命，抓住生命中每一瞬间，用上
苍赋予的生命，为自己，也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防灾减灾，警钟长



鸣，xx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
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国务院决定每年的5月12日确定为“防灾
减灾日”，今年是第六个“防灾减灾日”。

我们的身边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的侵犯和隐患，
如台风、暴雨、火灾、地震、雷电、交通事故等等，因此，
对我们全体师生而言，提高“防灾减灾”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灾害确实可怕，但比灾害更可怕的是无知，我们相信只要认
真学习“防灾减灾”的基本常识，提高逃生的自救互救常识，
我们完全可以把灾害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甚至完全可以避免
灾害的发生。

第一，要从课堂内外多种渠道了解灾害的起源以及怎样自救。
比如，地震了怎么办?刚才我们进行了演练。既首先要冷静，
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绝
不能乱跑或跳楼，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

第二，除了了解这些知识之外，我们要认真参加学校安排的
应急演练活动。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一次应急演练，同学一
定要重视，而不单单是觉得好玩，应付了事。 今天大家表现
(现场评价) 。

1.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踏事件的
发生;不在教室、走廊追赶、打闹、大声喧哗。

2.现在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节，
同学们要注意保暖，教室多通风，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
防止传染病的发生。

3.夏天到来，气温渐高，食物中毒事件有可能增多，同学们
不要买过期的、变质的、不卫生的食品，尽量不要在街头小
摊上买东西吃。

4.天气渐暖，不要私自下河、塘、水库游泳。在各项运动中



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准备活动要充分，
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或摔伤。

5.同学们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不能感情用事。在同
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不能发生同学间打架的事
件，更不能找外来人解决。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
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让我们行动起来，识别
灾害风险，提高应对能力。

各位老师，同学们：

我们要学习地震知识，不让生命死于无知!

学校避震：

1.如果正在上课，地震来了，同学们一定在要在老师的指挥
下，迅速抱头，闭眼，赶快躲在自己的课桌旁边。

2.第一次震感过后，大概也就是在几十秒钟，还是在老师的
指挥下迅速、有序的，抱头，撤离教室，在楼道里不要惊慌，
不要喊叫，不要拥挤，避免踩伤，摔伤，有序从通道跑出教
学楼，冲向操场或空旷地带。

3.如果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可原地不动，蹲下或趴下，双
手护着头部，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

4.应该强调的是千万不要跳楼!不要从窗台边上下去!不要尖
叫，不要拥挤，迅速撤离教室、教学楼。

同时我们应该从每个行为细节中远离危险，做到：上下楼梯
慢步轻声靠右行，课间在教室、校园内不打闹，不追逐;体育



课上严守上课纪律，听从体育老师的话，不无故生事;做到小
事找班干部，大事找老师解决;过马路走人行道，十字路口严
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过，坚决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
秒”的原则，放学后或节假日不到危险的地带玩耍等等。

另外做到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首先我们要提高个人免疫力?做
到：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充足睡眠、勤于锻炼、减少
压力、足够营养;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注意健康饮食、加强营养。

同学们!安全在于未然防范，让我们牢记安全重于泰山，树立
安全的意识，时时想安全，处处讲安全，防震减灾、从我做
起;居安思危、科学预防，我们就一定会创造出安全和谐的校
园环境，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加亮丽!

最后，祝同学们健康成长，学习进步。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防灾减灾 居安思
危，20xx年5月12日14时28分，我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
特大地震，共造成7万人死亡，37万人受伤，1.7万多人失踪，
5335名四川学生在地震中遇难，直接经济损失8437.7亿人民
币，损失影响之大，举世震惊，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国务院
决定每年的5月12日确定为“防灾减灾日”，今年是第五
个“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主题是：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
灾技能。

我们的身边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的侵犯的隐患，
如台风、暴雨、火灾、地震、雷电、交通事故等等，因此，
对我们全体师生而言，提高“防灾减灾”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灾害确实可怕，但比灾害更可怕的是无知，我们相信只要认



真学习“防灾减灾”的基本常识，提高逃生的自救互救常识，
我们完全可以把灾害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甚至完全可以避免
灾害的发生。

第一，要从课堂内外多种渠道了解灾害的起源以及怎样自救。
记得印度洋海啸时，一个年仅10岁英国小姑娘用课堂上的地
理知识救了海滩上几百人的生命。据英国媒体1月1日报道，
在几十米高的海啸袭向泰国普吉岛的一个海滩之前，英国一
位年仅10岁的聪明女孩凭借自己在学校里所学的地理知识，
预测出威力强大的海啸将吞没整个海滩，她立即让父母提前
发出警报疏散了海滩上的游客，从而挽救了100多名游客的生
命，演绎了一段传奇故事。那么，同学们，我们平时学习关
注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吗?比如，你们知道地震是怎么产生
的?地震了怎么办?首先千万要冷静，要在老师的指挥下迅速
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课桌下，绝不能乱跑或跳楼，待地
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

1、上下楼梯靠右行，讲究秩序，轻声慢步，防止踩踏事件的
发生;不在教室、走廊追赶、打闹、大声喧哗。

2、现在春夏交替季节，温差大，同时也是病菌滋生的季节，
同学们要注意保暖，教室、宿舍多通风，勤洗手，注意个人
卫生，停止h7n9等传染病的发生。夏天到来，气温渐高，食
物中毒事件有可能增多，同学们不要买过期的、变质的、不
卫生的食品，尽量不要在街头小摊上买东西吃。

3、天气渐暖，不要私自下河游泳。

4、在各项运动中要注意运动安全。上体育课和课外活动前准
备活动要充分，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剧烈地碰撞，以免撞伤或
摔伤。操场上的体育运动器械，必须按规定使用，不允许任
何人私自攀爬、玩耍。

5、同学们的所作所为也要有安全意识，不能感情用事。在同



学间遇到矛盾时，要冷静、理智，不能发生同学间打架的事
件，更不能找外来人解决。

同学们，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
增强自我防范能力，做到警钟长鸣。让我们行动起来，普及
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