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震科普知识讲座心得体会(精选8
篇)

教学反思是教师对自己所进行的一堂课的内容、过程和效果
进行深入思考的一种方法。感谢以下教学反思范文的分享，
它们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地震科普知识讲座心得体会篇一

“突击”地震一场雪灾刚过去，紧接着老天爷又来了个80度
大转弯，给四川人民“送”上一场“突击”地震。

5月12日放学，听妈妈说四川地震了，我还没有在意，第二天
就听说：四川发生大地震，半个中国都受到影响。我刹那间
愣住了，火速跑回家，打开电视，选了中央台，此时，电视
正播放四川汶川的灾情。我顿时快吓晕了，出现在我眼前的
是惊心动魄的场面，楼房变成了废墟，受灾的老百姓呼天喊
地，再听报道更令人心寒，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倒塌了，被移
为平地，800名学生被埋在废墟里，家长们在号淘大哭。老天
爷和我们开这个玩笑并不好笑，而是太残酷了。

这几天我都一直留意新闻报道，这场地震造成很大的伤亡，
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有很多志愿者奔赴四川帮忙救灾，真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我的年纪还小，但我也愿伸
出援助的双手，哪怕给他们送上一杯热茶、一句鼓励的话，
也会让他们感到欣慰。我打算捐一些物品和我的利是钱，帮
助灾区的人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心意，能为他们度过难关
出一份力。

大家行动起来吧！伸出我们援助的手，救救灾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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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委)、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地震科普携手同
行”主题活动当天下午在北京启动。

该地震科普主题活动近日已由四部门联合发文部署，将于20_
年至2025年面向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组织实施“五个一”系列
活动，即捐赠一套图书、举办一场讲座、举行一次演练、开
展一次主题班会、培养一名科学传播师，并向部分重点地区
中小学校拓展。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计划在甘肃、云南各选取800
所学校，在宁夏依托农村中学科技馆选取200所学校，在内蒙
古、广西、四川、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各选取1个地级市
的至少10所学校作为试点。通过“1年试点、3年推广”，预
计到2025年，实现向民族地区学校和重点地区学校捐赠图
书100余万册、开展科普讲座1万场次、举办应急演练1万场次、
培养2万名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捐赠防震减灾科普智能屏幕
和应急物资柜1万个、培育一批地震科学兴趣小组，受众学生
超过1000万人次。



中国地震局表示，这次地震科普主题活动将按照《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要求，加强防震减灾科
普工作，推动民族地区学校提高防震减灾科普教育质量，推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师生防震减灾意识和应急
避险、自救互救技能，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助力增强全社
会抵御地震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影
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目的。

该地震科普主题活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开展“五
个一”系列活动；二是遴选针对低龄儿童、青少年、教师等
不同人群的防震减灾主题图书；三是搭建用于学习科学知识、
共享科普资源、发布主场活动、开展在线讲座的线上平台；
四是编写一套科学严谨、内容规范、适用性强的防震减灾科
普标准课件；五是编制学校规范化的地震应急预案；六是为
学校安装防震减灾科普教育智能屏幕和应急物资柜。此外，
活动期间还将开展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评选、征文活
动等并进行表彰。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专题讲座由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承办，在访谈环节，中国地震局公共服务司
(法规司)副司长韦开波、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副司长葛维威、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二级巡视员安燕、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
长廖红介绍主题活动背景、活动规模、活动举措、活动目标
等情况，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视频寄语，全国人大代表、甘
肃省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校长董彩云线上畅谈体会，中粮饮
料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庆立军介绍参与活动相关考虑，中国
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张国远介绍活动组织实施计划。讲座
环节，中国地震局何永年研究员以《学好防震知识，珍爱宝
贵生命》为题，作首场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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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害是全世界造成经济损失最严重和人员伤亡最多的'自
然灾害之一。在目前地震预报不能解决人员伤亡问题下，我



们要加强对地震预防知识的学习，以利于掌握正确的避震和
自救、互救方法。

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物质不停的运动，会产生一股作用于岩
层巨大的力，当这股力累积倒一定程度时，岩层会变形、弯
曲。一旦承受不了这种变化时，岩层会发生急剧的破裂、错
动，释放出巨大能量，缠身强烈的震动，这就是地震地震分
为两大类，一类是天然地震，另一类是人工地震。其中天然
地震包括：火山地震、陷涡地震等。

当地震发生时，房屋倒塌后所形成的室内三角空间，往往是
人们幸存的安全地点。特别是在楼房内的人，选择厨房、卫
生间等空间矮小的房间、不易倒塌的空间、墙角或桌子等坚
固家具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避震。在没有桌子等可供藏身
的场合，无论如何，都要用坐垫等物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
盲目跳楼和使用电梯。

户外的场合遭遇地震时，要避开高大建筑物等危险之处，护
住头，迅速跑到空旷场地蹲下。

当大地剧烈摇晃，使人站立不稳的时候，人们都会有扶靠、
抓住什么身边的建筑物。但是你完全想错了，这些看上去结
结实实、安安全全的东西，实际上却是很危险的。务必不要
靠近水泥预制板墙、门柱等躲避。在繁华街、楼区，最危险
的是玻璃窗、广告牌等物掉落下来砸伤人。因此，要注意用
手或厚毛巾等物保护好头部。地震发生后，人们可能面对各
种困难。但是，要逃生，必须克服恐惧心理，用正确的方法
自救求生。这对于减轻地震灾害，免遭不该有的损失。

如果不能自行脱险，一定要沉住气，保护自己不受新的伤害，
如果暂时无法脱险，要想办法维持生命，寻找食物和水，保
存体力，耐心等待，并设法与外界联系，不能可大声哭喊，
勉强行动。这样反而伤害自己。应该尽量闭目养神，时间就
是生命。被救后要积极参与震后救人工作，迅速壮大救援队



伍，让更多的人获救。在发生大地震时，人们心理上容易产
生动摇，为防止混乱，每个人依据正确的信息，冷静地采取
行动，极为重要。

同学们，地震发生时，只要能按正确的方法去做，就不会有
危险的。有时，地震并不像你所想象得那么可怕，真正房倒
屋塌的灾难性地震还是少数。

只要沉着、冷静地静观灾变，就有可能躲避这次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