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通用8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我们想要
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一

自古以来，洪水被认为是自然界最毁灭力之一的力量。洪水
的到来不仅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还会对社会
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作为一个生活在洪水频发地区的人，
我深刻体会到了自然灾害的无情和可怕。然而，也正是因为
这些灾难的经历，我开始关注并思考如何防范洪水自然灾害，
下面我将分享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在洪水频发地区，了解和掌握一些应急知识是至关重
要的。在洪灾来临之前，我们应该对近期的气象状况进行了
解，以及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洪水的形势，做好
预防准备工作。同时，学习一些简单的应急技能也是必要的，
比如学会游泳、拯救溺水者，以及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等，
这些技能将在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

其次，防洪工程的建设和完善是抗击洪灾的根本保障。政府
应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加强河道和水库的治理，增加河
道容量，提高抗洪能力。此外，也应依托科技手段，开展洪
水预警系统的建设，及时预测洪水的发生，将预警信息第一
时间告知居民，使人们能够提前有所准备，减少灾害带来的
损失。

然后，在个人和社区层面，人们应该积极参与到防洪工作当



中。我们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参与到洪水宣传、排查工作
中，动员居民加强自身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做好家庭和
社区的应急预案和避灾准备工作。此外，社区应策划和组织
一些防洪演习，提高居民抗洪自救能力，让每个人都能成为
洪水袭来时的自救救援者。

最后，对于那些正在遭受洪灾的地区，政府和社会应该及时
展开救援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资和精神支持。当洪水来临时，
一些人可能陷入恐慌之中，因此，在洪水来临之前，政府和
媒体需要加强宣传，告知人们如何安全疏散，找到避难点等。
同时，也需要关注洪灾后的灾民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
持，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总结起来，防范洪水自然灾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
政府加大投入、加强管理，企业加强环境保护，个人对自然
灾害有所预测、加强防范意识，社会共同营造健康、绿色的
环境，才能减少洪灾带来的影响。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们能够更加关注环境保护，提高抗洪意识，共同建设一个安
全、和谐的社会。

字数：581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二

由于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又是人类活动最为
集中的地带，所以海洋灾害对人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海洋灾害

什么是海洋灾害？海洋灾害有哪些？

海洋灾害概念：因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性激烈变化，而导
致在海上或海岸地带发生的自然灾害称为海洋灾害(marine
hazard)。



风暴潮、海啸、海浪、海冰、赤潮等造成的灾害都属于海洋
灾害。其中最严重的海洋灾害是风暴潮。

1.风暴潮

阅读课本第20页内容，回答以下问题。

（1）风暴潮产生的原因和分类

（2）风暴潮的危害

（3）全球最容易遭受风暴潮危害的地区有哪些？

（1）风暴潮成因：是由热带气旋或温带气旋等大气运动所引
起的海面异常升降现象。

（2）分类：由热带气旋引起的风暴潮叫热带风暴潮，由温带
气旋引起的风暴潮叫温带风暴潮。

（3）危害：不仅可倾覆海上船只，破坏海上设施，而且严重
侵袭沿岸地区，淹没城镇、村庄、耕地，破坏房屋与工程设
施，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4）最容易遭受风暴潮危害的地区：孟加拉国、日本、美国、
荷兰等国家。

海啸是另一种形式的巨大波浪。

印度洋海啸图片

2.海啸

阅读课本20～21页材料“海啸是怎么回事”，说明海啸形成
的主要原因及海啸的危害。



（1）海啸成因：是指海底突然变动引起海水的大幅度升降而
形成的巨大波浪。引起海啸的海底变动常与海底地震和海底
火山爆发有关。

（2）危害：颠覆船只，摧毁港口设施，给沿海地带造成严重
破坏。

近年来，对沿海地区影响较大的海洋灾害还有赤潮。

3.赤潮

图1-23 渤海赤潮合成卫星图像

赤潮是海水中某些微小的微型藻、原生动物或细菌在一定的
环境条件下爆发性增殖或聚集在一起而引起水体变色的一种
生态异常现象。这一概念最早是因海水变红而得名，现在已
成为各种赤潮的统称。赤潮一般可分为有毒赤潮与无毒赤潮
两类。有毒赤潮是指赤潮生物体内含有某种毒素或以能分泌
出毒素的生物为主形成的赤潮。有毒赤潮一旦形成，可对赤
潮区的生态系统、海洋渔业、海洋环境以及人体健康造成不
同程度的毒害。无毒赤潮是指体内不含毒素又不分泌毒素的
生物为主形成的赤潮。无毒赤潮因会大量消耗水中氧气，造
成生物缺氧而死，对海洋生态、海洋环境、海洋渔业也会产
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但基本不产生毒害作用。

渤海赤潮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自然原因：海区封闭，海湾内的水与外海交换微弱。夏季水
温较高。

人为原因：周围地区工农业发达，人口密集，排放的生产生
活污水较多，水体富营养化。

其实赤潮也属于生物灾害。



生物灾害图片

四、生物灾害

阅读课本第22页内容，回答以下问题：

（1）什么是生物灾害？

（2）常见的农林牧生物灾害有哪些？危害有哪些？

（3）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属于哪种类型的灾害？

（1）生物灾害概念：一般来说，由动植物的活动和变化所造
成的灾害，就是生物灾害。

（2）农林牧生物灾害：病害、虫害、草害、鼠害等，

危害：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导致农产品大批
量变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3）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也属广义的生物灾害，指的是由于
人们生活用火、生产用火或雷电、煤自燃所引起的森林林木
或草原牧草失去控制的大范围燃烧现象。

阅读教材第22页活动部分的“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分析
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找出防止森林火灾的办法。

（1）森林火灾发生原因：

（2）防止火灾最主要的是控制火种和走火途径。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三

洪水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了巨大的威胁。我所在的地方曾多次遭受洪灾的侵袭，通过



一系列的抗洪措施和自救经验的积累，我深刻体会到了防洪
水自然灾害的重要性。在经历了多次洪灾后，我认为，加强
防洪意识、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做好紧急救援是
预防和减轻洪水灾害的关键。

首先，加强防洪意识是防御洪水灾害的重要基础。只有当人
们意识到洪灾的严重性和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更加重视预
防措施的实施。我们需要加强公众宣传，提高人们对洪水的
认识和了解，增强大家对防洪工作的重视。同时，学校和社
区也应该定期开展防洪宣传活动，让广大民众了解洪水预警
的重要性，明确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

其次，科学规划是有效应对洪水灾害的重要保障。城市规划
和农田布局都需要充分考虑地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可能发生
的洪灾风险。在城市建设中，应合理设计排水系统，确保排
水的畅通和快速。农田中的排水设施也需要定期维修和清理，
以确保灌溉和排水的正常运行。此外，通过建设堤坝、拦河
闸等水利工程，可以有效遏制洪水的蔓延，减少洪灾的损害。

第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预防和减轻洪水灾害的关键。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是防洪工作的基本条件，以降低洪水的发生
几率。在平时，我们要节约用水，降低排水量，减少对水资
源的消耗。在应对洪灾时，可以采取引导洪水流向，改变自
然水流的路径，减缓洪水的流速。同时，对土地进行合理的
保护和利用，通过造林和植被保护，提高防洪能力，减弱洪
水对土壤的破坏，降低洪灾造成的损失。

最后，紧急救援是在洪水灾害发生时保障人们生命安全的重
要环节。当洪水来临时，我们要及时采取紧急避险措施。要
注意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远离河流和低洼地区。同时，我
们要提前储备生活必需品和紧急救援工具，如食物、药品、
救生衣等。在救援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加强协调和组织，
提供及时的救援和支持。



总之，防洪水自然灾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只有
通过加强防洪意识、科学规划、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做好紧
急救援，我们才能够预防和减轻洪水灾害带来的损失。同时，
每个人都应做到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积极参与到
防洪工作中，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宜居的生活环境。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四

化、地电变化、地应力变化、地下水中氡气含量或其它化学
成份的变化、地震波速度变化等。

2.地震前地下水有什么异常变化?应当排除哪些干扰?

人为抽水及灌溉、环境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干扰。

3.是不是天气突然变化就一定要地震?

而破坏性地震却是少有的。有的人一见天气变化就以为要发
生地震，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4.动物的生活习性发生异常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有大震来临?

变化、人们观察错觉等都可能被认为异常，我们要在识别真
假动物异常的基础上再确定这种异常是否与地震有关。

5.何谓地震预报?地震预报的三要素是什么?

地震预报是对破坏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以及地震
影响烈度和破坏损失程度的预测。地震预报的三要素仅指发
震时间、地点和震级。

6.什么叫做地震中长期、短期和预报?什么叫地震年度趋势预
报?



震的地点所做的一年尺度或稍长时间的趋势性预测。

7.目前世界上开展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较多的国家是哪四个?

中国、日本、美国、原苏联。

8.我国的地震预报水平?

在现有的科学水平下，还不可能对多数破坏性地震作出预报。
但在充分和合理地应用现有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
在某些有利条件下，对某种类型的地震有可能作出一定程度
的预报。

临预报。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总体而言，我国地震预报水平处在世界先进行列。

四、地震自救互救知识与我国防震减灾政策

1.地震发生时，在工作岗位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程序运作。

2.地震发生时，在公共场所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有组织有步骤地向空旷安全处疏散;正在上课的学生，迅速在
课桌下躲避，地震停止时，在教师统一指挥下，迅速撤离教
室，就近在开阔地带避震，切忌拥挤、跳楼。

3.地震时，为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城镇居民首先要做的是
什么?

切断电源、气源，防止火灾发生。

4.地震时，人员疏散应避开哪些地方?



高大建筑物、窄小胡同、高压线、变压器、陡山坡、河岸边。

5.地震发生时，在家中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角躲避;同时，要关闭电源，关闭煤气，熄灭炉火，防止发生
火灾和煤气泄溢;高层住户向下转移时，千万不能跳楼，也不
能乘电梯。当大地震后，利用两次地震之间的间隙，迅速撤
离。

6.何谓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震确定合理的设防标准，实现震时安全、建设投资合理的目
的。

7.联合国开展“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的宗旨是什么?

把减灾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把政府的权力变成民众的行动。

8.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定为什
么日?

国际减灾日

9.地震发生时，在室外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保持清醒冷静头脑，做出敏捷反应。

威胁。

10.什么叫生命线工程?

程以及公路、铁路等交通系统的工程等等。

11.“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什么?



预防与减轻城市化灾害。

12.抗震救灾的原则有哪些?

(1)快速反应原则;

(2)就近就地开展自救互救原则;

(3)突出重点原则;

(4)主动配合原则;

(5)主动报告原则

13.我国地方地震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工作方针是什么?

震工作。地方地震工作致力于地震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提高
全民族防震意识，最大限度地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为当地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14.防震减灾宣传工作任务、方针和原则是什么?

灾宣传工作要遵循“积极、慎重、科学、有效”的方针，坚持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经常持久，科学求实”的原则。

15.我国农村抗震的长远目的是什么?

(1)逐步改变农村建筑材料的构成;

(3)加强地震和抗震知识的普及，使抗震防灾成为农民的实际
行动和自觉需要。

16.我国本世纪第五个地震活跃期开始于何年?在防震减灾方
面，我国将采取什么对策?



1988年。基本对策：以预防为主，综合防御，认真做好地震
监测预报、震灾预防，地震应急，地震救灾和重建四个环节
的工作。有八项具体措施：

(1)在全国各省建立健全防震减灾工作体系;

(2)建立健全防震减灾法规体系;

(3)把防震减灾工作开始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之中;

(4)增强地震监测预报和快速反应能力;

(5)努力做好地震安全性评价为基础的抗震设防工作;

(6)制定好地震应急预案;

(7)增强震后恢复重建能力;

(8)提高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

17.怎样识别地震谣言?

(1)由政府(省级)发布的地震预报

应该完全相信!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社会稳定着想而做出的。

(2)不是政府发布的，但预报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非常准
确

不可信!

得非常精确。因此，那种时间精确到某天、甚至到某时某分，
地点在某个很小的范围，震级也很准确的地震预报超越了目



前的科学水平。

(3)是某某专家预报的

不可信!

的预测意见向社会散布本身就是违法的。

(4)国外科学家预报我国地震

不可信!

发布地震预报外，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权发布，外国人也
如此。

(5)看见或听说地震部门在做地震宣传或其他相关工作，是否
要地震了

不是!

让广大社会公众了解地震科普知识，提高减灾意识和能力，
做好防震减灾工作，在任何时期都是地震工作部门的神圣职
责。

(6)听亲戚朋友说要发生地震了

不可信!

他们又是听谁说的?因此，一般社会上的地震谣言都不应相信，
否则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甚至破坏社会安定。听到传言后
应与当地区、县地震部门联系。

(7)发生有感地震过后，是否有更大的地震

是否有，应听政府公告。



(8)带有迷信色彩的或别有用心的有关发生地震的消息

不仅不相信，而且要报告公安机关。

18.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四个环节是什么?

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按其工作内容和时序特征，可分为地
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地震应急、震后救灾与重建四
个环节。

(1)地震应急是指为应付突发性地震事件而采取的震前应急准
备、地震应急防范、震时应急指挥和震时应急救援等应急反
应行动。

(2)震后救灾与重建是指紧接地震应急之后的全面救灾行动和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

灾工作的基础环节，它为其他环节提供地震危险性的背景和
三要素信息，以便采取各种针对性的防御措施。

活动，包括建立健全防震减灾工作体系，制定防震减灾规划
和计划，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培训、演习、科研以及
推进地震灾害保险，救灾资金和物资储备等工作。

19.我国抗震救灾工作方针是什么?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20.我国地震救灾原则是什么?

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保险补偿;及中央企事业单位主
要由主管部门负责等原则。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和财
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洪水灾害更是屡见不鲜。防洪水自
然灾害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多年
的研究和实践，我深刻认识到了防洪水自然灾害的重要性，
也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全面认识洪水灾害的危害

洪水灾害可以说是自然灾害中最为频发、最为危险的一种。
洪水无情地摧毁房屋、夺走生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
影响。洪水灾害不仅危及人的安全，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如农作物被淹没、交通中断、供水和电力系统崩溃等。
防洪水自然灾害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所以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第二段：加强洪水预警和监测体系的建设

洪水的发生往往不可避免，但通过及时预警和监测系统的建
设，可以有效地减少洪水灾害的损失。因此，我们需要加强
洪水预警和监测体系的建设，更新设备和技术，提高预测精
度和时效性。只有准确判断洪水的发生时间和范围，才能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第三段：加强防洪体系的建设和维护

防洪体系是防洪水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重视加强防洪体系的建设和
维护，提高堤坝、河道、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抗洪能力。
此外，也要加强对畜牧、农田等农业区域的防护，避免洪水
对农作物的破坏。防洪体系的完善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
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定期检查维护和及时修复损坏的设
施。



第四段：加强防洪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防洪水自然灾害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所以我们要加强
防洪意识的培养。人们应该了解洪水的危害性，学习正确的
防洪知识和技能，提高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政府应该加强
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防洪意识，组织防洪应急演练和培训，
提高公众的防洪自救能力。只有全民参与，才能形成一种对
洪水灾害的共同抵抗力量。

第五段：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洪水灾害

防洪水自然灾害是全球性的课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各国应加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共同研究解决洪水灾害的
方法和技术。在灾情发生时，各国应积极提供援助和支持，
共同应对洪水灾害的挑战。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更好地保护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减少洪水灾害的损失。

总结：

防洪水自然灾害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我们必须
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通过加强洪水预警和监测体系的建设、
加强防洪体系的建设和维护、加强防洪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地减少洪水灾害的损失，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面对洪水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
持警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共同应对洪水灾害的挑战，
建设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六

1.）了解影响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基本指标。

2.比较同一自然灾害所照成危害的地域差异。

【重点难点预测】



同一自然灾害所照成危害的地域差异

【学法指导】自学辅导小组讨论

【学习流程】

【自主学习】之【基础梳理】

一、确定自然灾害损失程度

1.自然灾害损失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__________和__________，使得成灾强度日趋严重。

2.）区域____________不同，同一强度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损失在_____和___________上差异很大。

2.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基本指标

_____________、受灾面积、各种受灾体破坏数量
与____________、灾害造成的_____________等方面。

2.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的各种指标的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及含义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二、自然灾害损失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

1.时间差异：不同___________，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不同。
近40年来，世界范围的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呈___________趋势。

2.空间差异：

1.）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受自然灾害危害较为严重。



2.）各地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自然灾害

a.欧洲：以__________和__________造成人员伤亡最多。

b.北美洲：热浪、_____________、热带气旋、___________
和地震等灾害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c.南美洲：最严重的灾害是________，其次是干
旱、________、流行病。

d.东亚：以______、热带气旋、______、滑坡等造成的损失
较大。

南亚：______、_________和流行病是主要灾害种类

亚洲东南亚：较严重的灾害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滑坡和

__________,其次是火山喷发和流行病、_______等。

西亚：_________和__________破坏最严重。

e.大洋洲与东南亚相似

f.非洲北非：与西亚相似

西非与东非：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危害最严重

南部非洲：破坏巨大的灾害有__________、_________和干旱，

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是流行病、_______、干旱和______

【合作探究】：



1.读p65表格1960--1998年全球重大灾害情况统计，回答相关
问题。

2.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和非洲受自然灾害的危害较为严重，
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同时与两个大洲的'经
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也有一定关系。试做简单分析。

【展示提升】：由各组学生代表展示探究结果.

【达标测评】

1.在灾害强度相同情况下，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存在地域差
异，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经济发达但防抗灾能力强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高

b.经济发达但防抗灾能力弱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c.经济落后但防抗灾能力强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d.经济落后但防抗灾能力弱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2.产生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地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a.自然灾害的强度不同b.自然灾害孕育在不同的地球表层环境
中

c.个人对灾害的应急反应不同d.文化水平不平衡

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不同的地理环境，自
然灾害发生率会有很大的不同。结合所学的区域地理知识，
回答3～5题：

3．下列沿海或岛屿国家中属于最易发生洪水灾害的是



a．印尼、中国b．中国、印度c．日本、美国d．孟加拉国、韩国

4．属于干旱灾害突出的地区有

a．非洲、西亚b．非洲、中亚c．中欧、西亚d．南亚、北美

5．经常遭地震、火山威胁的国家有

a．中国、日本、韩国b．日本、美国、巴西

c．日本、菲律宾、印尼d．墨西哥、智利、印度

6.非洲旱灾多发的国家多属

a.热带草原气候b.热带沙漠气候c.热带雨林气候d.地中海气候

7.自然灾害类型较少，但低温灾害和雪灾比较严重的大洲是

a.南美洲b.非洲c.大洋洲d.欧洲

8．读下列表格，分析回答有关自然灾害危害时空差异问题。

表11960年－1998年全球重大灾害情况统计

时段60－7070－7980－8989－98

灾害时间（次数）16297053

经济损失(亿美元)50496915384793

保险理赔(亿美元)671133101069

表21971年－1995年世界各洲



自然灾害影响人数的分布情况

地区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洋州总计

死亡人数59.54.534.11.80.1100

受伤人数1.210.584.33.80.2100

影响人数8.62.887.70.40.5100

无家可归5.96.785.61.50.3100

（1）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哪个时期发生的最多，哪个时期
发生的最少？

（2）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全球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的
时间趋势如何？

【自主反思】

知识盘点：

心得感悟：

备注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七

首先，自然灾害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河南地区每年都会受到
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洪灾是
最为严重的一种。每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水的
猛烈，看到它带走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但是每当洪水过去之
后，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友爱。这让我深
刻体会到在自然灾害中最重要的是相互关爱和支持。



其次，自然灾害对我们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直接的物质损失。
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也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在灾害发生之后，
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尤其是
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更是需要特别关注。此外，灾后的恢复
与重建也是需要我们多方面考虑的问题。就像在防洪中所采
取的多种措施一样，我们在灾后的重建中也应该以多元化的
方式进行。

第三，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很少关注环境的保
护。我们经常看到城市中大量的垃圾、污水，这些都会对环
境造成不可避免的毒害。另一方面，自然因素也是导致自然
灾害发生的原因之一。例如，极端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
因素造成的洪涝灾害、旱灾等。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加强环境保护，同时也应该努力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使我
们的社区更加灵活应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第四，应急救援是灾后生存的关键。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我
们应当尽力避免紧张和慌乱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准备，如应
急物资、精神状态等。另一方面，应急救援的组织和效率也
是重要的。如何快速和准确地找到需要救援的人员、如何规
划救援路径、如何协调救援资源，这些都需要当地政府、民
间组织以及国家的更好协调和组织，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可
能的问题和死伤。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自然灾害中失去亲人、家园甚至
生命的人。对于那些失去慈母、怀抱、家园的人们，我们应
尽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帮助他们。向受难者提供更好的
帮助是我们永不放弃的责任。我们要懂得关注、拥有感情、
具有慈悲之心，从而共同打造一个更加温暖、和谐的社会。

总之，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
地预防、减缓其影响，同时在灾后全力以赴提供救援与帮助。
无论面对哪种自然灾害，我们都应当保持冷静、做好必要的
准备并尽可能地提供帮助。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一



定能够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共享生活的美好。

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心得体会篇八

1.）了解影响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基本指标。

2.比较同一自然灾害所照成危害的地域差异。

【重点难点预测】

同一自然灾害所照成危害的地域差异

【学法指导】 自学辅导 小组讨论

【学习流程】

【自主学习】之【基础梳理】

一、确定自然灾害损失程度

1.自然灾害损失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1.）__________和__________，使得成灾强度日趋严重。

2.）区域____________不同，同一强度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损失在_____和___________上差异很大。

2.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基本指标

_____________、受灾面积、各种受灾体破坏数量
与____________、灾害造成的_____________等方面。

2.自然灾害损失程度的的各种指标的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及含义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二、自然灾害损失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

1.时间差异：不同___________，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不同。
近40年来，世界范围的重大自然灾害损失呈___________趋势。

2.空间差异：

1.）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受自然灾害危害较为严重。

2.）各地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自然灾害

a.欧洲：以__________和__________造成人员伤亡最多。

b.北美洲：热浪、_____________、热带气旋、___________
和地震等灾害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c.南美洲：最严重的灾害是________，其次是干
旱、________、流行病。

d. 东亚：以______、热带气旋、______、滑坡等造成的损失
较大。

南亚：______、_________和流行病是主要灾害种类

__________,其次是火山喷发和流行病、_______等。

西亚：_________和__________破坏最严重。

e.大洋洲与东南亚相似

f.非洲 北非：与西亚相似

西非与东非：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危害最严重



南部非洲：破坏巨大的灾害有__________、_________和干旱，

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是流行病、_______、干旱和______

【合作探究】：

1.读p65表格1960--1998年全球重大灾害情况统计，回答相关
问题。

2. 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和非洲受自然灾害的危害较为严重，
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同时与两个大洲的经
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也有一定关系。试做简单分析。

【展示提升】：由各组学生代表展示探究结果.

【达标测评】

1.在灾害强度相同情况下，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存在地域差
异，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经济发达但防抗灾能力强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高

b.经济发达但防抗灾能力弱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c.经济落后但防抗灾能力强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d.经济落后但防抗灾能力弱的地区，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低

2.产生自然灾害危害程度地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a.自然灾害的强度不同 b.自然灾害孕育在不同的地球表层环
境中

c.个人对灾害的应急反应不同 d.文化水平不平衡



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不同的地理环境，自
然灾害发生率会有很大的不同。结合所学的区域地理知识，
回答3～5题：

3．下列沿海或岛屿国家中属于最易发生洪水灾害的是

a．印尼、中国b．中国、印度 c．日本、美国d．孟加拉国、韩国

4．属于干旱灾害突出的地区有

a．非洲、西亚b．非洲、中亚 c．中欧、西亚d．南亚、北美

5．经常遭地震、火山威胁的国家有

a．中国、日本、韩国 b．日本、美国、巴西

c．日本、菲律宾、印尼 d．墨西哥、智利、印度

6.非洲旱灾多发的国家多属

a.热带草原气候 b.热带沙漠气候 c.热带雨林气候 d.地中海气
候

7.自然灾害类型较少，但低温灾害和雪灾比较严重的大洲是

a.南美洲 b.非洲 c.大洋洲 d.欧洲

8．读下列表格，分析回答有关自然灾害危害时空差异问题。

表1 1960年－1998年全球重大灾害情况统计

时段60－7070－7980－8989－98

灾害时间（次数）16297053



经济损失(亿美元)50496915384793

保险理赔(亿美元)671133101069

表2 1971年－1995年世界各洲

自然灾害影响人数的分布情况

地区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洋州总计

死亡人数59.54.534.11.80.1100

受伤人数1.210.584.33.80.2100

影响人数8.62.887.70.40.5100

无家可归5.96.785.61.50.3100

（1）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哪个时期发生的最多，哪个时期
发生的最少？

（2）由上表中可以看出，全球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的
时间趋势如何？

【自主反思】

知识盘点：

心得感悟：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