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优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书写有
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篇一

平安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包管，我校对于学生的
平安教导向来十分重视。20xx年10月19日上午课间操，我校进
行了防震平安疏散演练。本次演练对学生的应变能力和自救
能力进行了考验。

通过地动应急演练，使全校师生掌握应急避震的正确办法，
熟悉震后我校紧急疏散的法度模范和线路，确保在地动光降
时，我校地动应急工作能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从而最
年夜限度地掩护全校师生的生命平安，特别是削减不需要的
非震伤害。同时通过演练运动培养学生听从指挥、团结合作
的品德，提高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回声能力和自救互救能
力。

1.演练分楼层进行，各班听到紧急疏散指令后，急速排成两
列纵队按指定楼梯下楼。下楼后到各班到教授教化楼前的指
定所在聚拢，清点人数。演练历程中注意要做到快、静、齐。

2.严格依照《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防震疏散演练规划》执行
了本次演练全历程。

本次撤离演练由张云先生通过广播发出撤离信号，各办急速
响应，楼层重要区域的教师上岗。与此同时任课先生急速组
织学生按前后门两路逃生，在走廊上稍作休整后按逃生路线



撤离。逃生历程中各班同学均宁静、有序、快速地排队下楼。
下楼时靠右行、不拥挤、不说话，全程师生能按要求捧头直
至达到平安区域。本次演练历程总共用时三分左右，各班达
到平安区域急速有人组织队列，班主任与科任先生点名。

1.本次演练锤炼了学生在灾难产生时的应变和自救能力，整
个演练历程同学们年夜多对照严肃对待，都能保持警醒的态
度，听到紧急疏散的哨声后都能快速按预定的路线达到指定
场地集中。

2.在演练中各班表示均优越，年夜部分同学们在疏散中都能
够做到宁静、快速、有序，并按要求捧头前进。

3.一、二年级同学年纪小，行动能力较弱，但在这次演练中
却表示最好，先生、同学都能重要而有序地按要求撤离，在
规准时间里达到聚拢场地。

1.仍有部分同学重视不敷，在逃生历程中边走边开玩笑，尤
其是一些同学在行进中没有按要求有序快速前进。

2.部分师生对防震逃生的要求还不敷明确，动作做得不到位，
在以后的相似演练中要提前做好指导，争取做得更好，让每
小我都能在真正的灾难中用自己掌握的本领去赞助更多的人
免受伤害。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篇二

在学校防震演练活动上的总结讲话

海东市乐都区丹东希望学校冶金良

老师们，同学们：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一次防震安全疏散演练,全校用时分钟秒，



我现在看到更多的是大家有些兴奋的脸庞,同学们，在我真正
地未面临地震时或许还体会不到地震真正的可怕，大家记得
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举世震惊的8级大地震，造成数万
同胞死亡和失踪，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更
是一个心痛的日子，那一天有多少像我们一样正值花季的孩
子，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的5月12日。时隔两年后的4
月14日上午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两次
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玉树地震造
成2698人遇难，其中已确认身份2687人，无名尸体11具，失
踪270人。

同学们，灾难是可怕的,它总是突如期来的到来,给人们带来
无以弥补的伤害.为了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所以，我们应
该行动起来，防患于未然,每个学生只有学会自救自护知识，
当真的地震来临时，我们才不会恐慌，才不会措手不及,才能
够拯救自己，拯救我们身边的人。

老师们，同学们：地震的发生谁也无法阻挡和预报，我们学
习一些地震自救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了
一些地震时自救的`基本知识：

一是发生大地震时不要急。破坏性地震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
物被破坏，一般需要几秒到十几秒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你
应根据所处环境迅速作出保障安全的抉择。如果身处平房，
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是楼房，千万不要跳楼，应
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气，暂避到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
或是桌子，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二是人多先找藏身处。最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
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后再有序地撤离。

岸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要立即停车。

四是被埋时要保存体力。如果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



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
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件，耐心等待救援。

下面具体讲述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对策。

1、学校避震

正在上课时，要在教师指挥下迅速抱头、闭眼、躲在各自的
课桌下。在操场或室外时，可原地不动蹲下，双手保护头部，
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或危险物。不要回到教室去。震后应当
有组织地撤离。千万不要跳楼！不要站在窗外！不要到阳台
上去，必要时应在室外上课。

2、家庭避震

地震预警时间短暂，室内避震更具有现实性，而室内房屋倒
塌后形成的三角空间，往往是人们得以幸存的相对安全地点，
可称其为避震空间。这主要是指大块倒塌体与支撑物构成的
空间。室内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是：炕沿下、坚固家具
附近；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
方。地震时我们应首选这种地方避震。

对这次活动，我用以下的几句话进行概括、点评：1、各年级
组高度重视，组织有序；2、参演师生服从指挥，步调一
致；3、动作要领规范到位，活动安全有序，达到了预期的目
的和要求。

对于这样的演练活动，今后我们要经常化、常态化，要采取
突然进行和有准备进行多种形式。全体师生员工务必高度重
视，积极参与。让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平安学校，建设和谐
校园。

关注安全，珍爱生命。让我们全校师生用智慧共筑安全防线，
在优美安全的校园里，健康的成长，快乐的工作。老师、同



学们，让我们互相祝福一声，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篇三

为了使学生了解地震发生时的应急避震知识，掌握应对地震
发生时采取的防护措施和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地震带来的
损失，从而提高学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的能力。

1、参加对象：全体师生

2、演练时间：20xx年5月11日中午第二节课时间。

3、地点：各班教室及操场

4、演练内容：

演练包括应急避震和疏散两个内容。当地震发生时，先进行
应急避震。当主震结束后，再进行疏散，到预定地点集中，
以防余震发生。

5、警报信号：

应急避震和疏散以防震警报作为启动信号。

防震警报讯号：扩音器播放防震警报。代表发生地震，学生
进行应急避震。

地震发生后，组织疏散的信号：两个长哨声。代表主震结束，
学生进行疏散（距发生地震约2分钟后）。

听到哨声及广播后按预订方案进行演练，全过程要求在6分钟
内完成。



地震警报解除讯号：轻音乐（荷花别样红）。

演练活动基本程序：

1、防震减灾知识教育（30分钟）

主要讲解地震常识、地震避险常识、自救互救常识、地震次
生灾害常识、应急疏散注意事项等。

2、地震避险（1分钟）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地震了”的口令，全体师生立即就近找
到坚固的掩体避险。

3、应急疏散（3分钟）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紧急疏散”的口令，全体师生立即有序
快速地到指定疏散集合地点。到指定地点后，全体师生应蹲
下继续做护头动作。

4、演练总结（6分钟）

当演练总指挥发出“地震结束”的口令，各班集合学生，由
总指挥总结。总指挥总结后，各班主任将学生有序带回班级
进行演练小结。

管理人员及老师应做到：

1、明确职责，负起责任，演练开始前要到达所负责的岗位，
每层的楼梯口、疏散路线每个拐弯处等，都要有人负责。

总指挥、总负责：刘德彬

各相关人员安排：



杨波——负责信号

杜以彬——负责巡视

朱耿留——负责操场集合学生

孙作鹏——负责拍照、通讯

其他老师——负责疏散路线上学生安全（东楼梯：李广玉负
责二层、张家位负责三层、王艳负责一层；西楼梯：赵芬负
责二层、刘明负责三层、仇玉华负责一层）

2、要严肃，要当作是真的地震发生，而不是一种游戏。

3、及时纠正学生不正当的动作。

4、当发生意外事故时，要及时作出处理。

5、集合后及时清点人数。（各班集合后由班主任老师及班长
两次清点人数，并及时核对确定人数正确）

当听到地震发生的信号后，学生们立即开始演练，应该做到：

1、要保持镇定，切莫惊慌失措。尽快躲避到安全地点，千万
不要匆忙逃离房屋。

2、在室内的学生，应立即就近躲避，身体采用卧倒或蹲下的
方式，使身体尽量小，躲到较坚固的桌下或墙角，以保护身
体防止被砸，但不要靠近窗口。

3、躲避的姿势：将一个胳膊弯起来保护眼睛和头部不让碎玻
璃击中，另一只手用力抓紧桌腿。在墙角躲避时，把双手交
叉放在脖子后面保护自己，可以拿书包或其他保护物品遮住
头部和颈部。



5、在走廊的同学，也应立即选择有利的安全的地点，就近躲
避，卧倒或蹲下，用双手保护头部，不要站在窗边。

6、厕所内的同学，也要采取应变措施，就近躲避。

7、在室外的同学，应跑到空旷的地方，要用双手放在头上，
防止被砸，要避开建筑物和电线。

8、老师要按预先的分工，迅速到每个教室检查避震的情况，
发现有采取不正当措施的，要及时纠正。

等到主震结束后，为了防止有较大的余震发生，应该立即进
行有秩序的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躲避余震。疏散的集中地
应选择坚实、平坦的开阔地，远离高大建筑物的场地（如教
学楼、旗杆等）。

当听到疏散的信号后，按预定的路线和集中地、有秩序地进
行疏散。

（一）安全撤离：

听到第二次号令(大约2分钟后),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迅速排
队撤离,依照年级的顺序进行疏散,安全而有序撤离到操场指
定位置上。

（二）疏散注意事项：

1、要有顺序地疏散，在楼梯下楼时，不准学生在楼梯或走廊
互相拥挤，避免跌倒。

2、老师应在每层楼梯把守，指挥学生有秩序疏散。

3、疏散过程中，以双手护头，以防被砸。

4、疏散过程中，要迅速，要排队有秩序前进，不要慌乱奔跑，



不要争先恐后。

5、疏散途中不能穿过建筑物，要尽量避开建筑物和电线。

6、各班学生到达集中地后，学生要蹲下，保护头部。等到演
练结束后，以班为单位集队，各班应立即清点人数，并向总
指挥报告。

七、演练结束校长总结演练情况

全体师生能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迅速离开教学楼，在操场
集和，这次演练无发生意外事故，活动开展得很成功。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篇四

平安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包管，我校对付学生的
平安教导向来十分看重。20xx年10月19日上午课间操，我校进
行了防震平安分散演练。本次演练对学生的应变才能和自救
才能进行了考验。

通过地震应急演练，使全校师生控制应急避震的正确措施，
熟悉震后我校紧急分散的法度模范和线路，确保在地震光降
时，我校地震应急工作能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从而最
大限度地掩护全校师生的生命平安，分外是削减不需要的非
震伤害。同时通过演练运动培养学生听从指挥、团结合作的
品德，进步突发公共变乱下的应急反映才能和自救互救才能。

1、演练分楼层进行，各班听到紧急分散指令后，急速排成两
列纵队按指定楼梯下楼。下楼后到各班到教授教化楼前的指
定所在聚拢，清点人数。演练历程中注意要做到快、静、齐。

2、严格依照《和林格尔县第五小学防震分散演练》执行了本
次演练全历程。



本次撤离演练由张云先生通过广播发出撤离信号，各办急速
响应，楼层紧张区域的教师上岗。与此同时任课先生急速组
织学生按前后门两路逃生，在走廊上稍作休整后按逃生路线
撤离。逃生历程中各班同学均宁静、有序、快速地排队下楼。
下楼时靠右行、不拥挤、不说话，全程师生能按要求捧头直
至到达平安区域。本次演练历程总共用时三分左右，各班到
达平安区域立即有人组织队列，班主任与科任先生点名。

1、本次演练熬炼了学生在劫难发生时的应变和自救才能，整
个演练历程同学们大多对照严肃观待，都能保持警醒的态度，
听到紧急分散的哨声后都能快速按预定的路线到达指定场地
集中。

2、在演练中各班表现均优越，大部分同学们在分散中都可以
或许做到宁静、快速、有序，并按要求捧头前进。

3、一、二年级同学年纪小，行动才能较弱，但在这次演练中
却表现最好，先生、同学都能重要而有序地按要求撤离，在
规准光阴里到达聚拢场地。

1、仍有部分同学看重不敷，在逃生历程中边走边开打趣，尤
其是一些同学在行进中没有按要求有序快速前进。

2、部分师生对防震逃生的要求还不敷明确，动作做得不到位，
在以后的相似演练中要提前做好指导，争取做得更好，让每
个人都能在真正的劫难中用本身控制的本领去赞助更多的人
免受伤害。

小学中队活动防震演练总结篇五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县关于加强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一系列
文件精神，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切实提高全体师生在遭遇突
发灾害时的逃生自救能力，积累学校处置突发事件的经验。9
月11日下午，闫里小学举行了防震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随着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全校师生按照既定的“防震安全
疏散演练预案”进行抗震演练。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
手护住头和胸，就近或蹲或躲在课桌下，以避开地震开始时
的强烈震动。当震感减落，哨声再次响起时，同学们双手抱
头迅速进行安全撤离，按预定方案进行疏散。整个过程用时2
分22秒，全校师生就安全撤离到指定的操场位置，演练过程
秩序井然，达到了预期效果。同时学校还利用校园广播、班
会等手段认真组织学习《河北省防震减灾知识手册》，对全
体学生进行抗震救灾知识的教育，提高了全校师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科学自救能力，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本次演练，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以范会卿校长为总指挥，
张进忠副校长为副总指挥，其他校领导及班主任、任课老师
为成员的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指挥小组，全面负责演练的组织
实施和安全。演练结束后，少先队辅导员还就此作了简短讲
话，她对师生们的表现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表示要把防灾逃
生演练作为学校常规工作来抓，切实把防灾自救工作落到实
处。通过此次演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师生的防震意识和自救
能力。

[闫里小学防震演练活动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