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记录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篇一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我校成立了由校长兰凤毅为总
指挥的演练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班主任安全工作专题
会议部署演练工作。老师对学生重点进行消防安全意识教育，
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学生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要
求保障措施到位，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学校要求，演练方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将方案演练的
时间、地点、内容、对象为参加者作具体的说明。如操作程
序、疏散要求与注意事项作了详细讲解，必须服从命令、听
从指挥，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得收拾物品；不得拥挤、
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得喧哗、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
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区域。要求各小组按照
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学校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安全意识，明确开
展演练的意义。老师对疏散逃生演练进行指导，重点让学生
懂得灾难来临时逃生疏散的方法。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
地点、内容、对象都作了具体的说明。我们还给全体师生进
行了消防知识培训，并对这次演练的具体操作程序、疏散要
求与注意事项作了一一讲解。我们成立了四个小组：

1、紧急疏散指挥小组（负责整个疏散工作的决策指挥、协调
调度）。



2、紧急疏散小组（负责通道协调、拥堵疏导、安全场所集结
等）。

3、紧急搜救小组（负责查点各班人数、搜救不到位人员、处
理、救护伤员等）。

4、信息通讯组（发布疏散信号、总结通报情况）。

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篇二

在项目部安全领导小组的带领下于20xx年6月3日xx：30时，
假设洞子梁隧道进口掌子面处发生塌方，洞内值班人员迅速
疏散、引导洞内施工人员撤离掌子，王副经理的报告后，令
康伟一方面经过点名的方式清点人数，一方面经过移电话向
袁经理汇报险情，袁经理立刻向上级领导汇报事故发生情景，
并率领指挥部相关部门负责人10分钟内赶到现场组织抢险。

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及成员观察现场后，制定应急处理方
案和任务分工。按照制定抢险方案要求，警戒组对道口、洞
口及施工现场进行警戒，严禁与工程抢险无关人员进入；正
确快速地引导救援、救护车辆；并负责抢险现场安全警戒，
起到有情景及时提醒的目的，保证抢险人员安全。后勤保障
组及时通知延安市局和医院作好抢救准备，医护人员在洞内
对假定受伤的人员进行了初步的处理，并随救护车辆一齐将
假定的伤员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抢险救援组、后勤保障组认
真履行职责，待假定伤员被救出洞后，将洞内机械、物资撤
到安全地带，将抢险用的物资20xx年级现场指挥的领导报告。

学校透过广播下达指令，“全体师生请注意，有突发事件发
生，请大家不好慌，一切听从教师的指挥，立刻有序地撤离。
”在场教师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撤离。到达指定位置后，
各班班长立刻清点人数，向现场指挥汇报。演练指挥小组运
筹帷幄，驾驭全局。



这次活动全部中学部学生从教室撤离到目的地用时2分45秒，
小学部安全撤离用时1分12秒。演练按预案进行，整个演练过
程既紧张、激烈，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不仅仅仅是防
空疏散演练，也是学校突发安全事件应急疏散的演练。再次
落实了我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提高了实际应对和处
置突发安全事件的潜质，更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增
进师生之间的患难真情，真正掌握了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
救、互救的基本方法，到达了预期目标。

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篇三

为了使同学们能过上一个特别的儿童节，6月一日早上，我们
在校园里举行了“校园应急逃生演练”。

早上8点半，校园里浓烟滚滚，随后阵阵火警声响彻校园。随
着阵阵火警声，从广播里传来了缪老师焦急的声音：“同学
们请注意！请注意！火势已经曼延到了一楼，请一楼的同学
火速撤离教室！一楼的同学听到警报声后，连忙从位子上站
起来，猫着腰火速离开了教室。等一楼的同学撤离后，广播
里又传来了缪老师急促的声音：“三楼的同学请注意！请注
意！紧张的逃生刚结束，接着是灭火演习。校长洪亮地宣布：
“灭火演习现在开始！”话音刚落，操场上响起来热烈的掌
声。消防叔叔们把火点燃了。火好大呀，在这燃眉之急，消
防叔叔个个拿起灭火器直往火炉里喷，只见粉沫纷飞，我还
来不及看清楚，火竟然灭了，叔叔的动作好快呀！还向大家
介绍了消防车上的装备，示范了快速穿消防制服。同学们也
积极参与到实践体验中来。虽然他们的动作有点生疏，但热
情非常高。

在这次消防演习中，我学会了如何安全的逃身、如何灭火、
如何快速穿消防制服，知道了消防车上的一些装备。也深深
的明白了遇到任何事情要镇静，不要慌张。

我校在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同时还很注重开展安全演练。在本



学期初，我校就制订了学校的安全演练工作方案。我校分两
个校区：寄宿部与初小部。寄宿部共有780人，来自全学区六
年级的学生与本村五年级的学生在这里进行封闭式的学习生
活。初小部共有305名学生，是本村片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学习
生活的校区。虽然分为两个校区，但我们制订了统一的安全
演练方案，定好统一的疏散程序、信号与每个校区的组织，
规定每两周就进行一次紧急疏散演练。通过多次的演练，全
校师生都掌握了遇险自救的一项技能。初小部紧急撤离最快
时间为45秒，寄宿部从教室的`紧急撤离时间为1分15秒，从
宿舍的紧急撤离时间为1分25秒。通过多次的演练，我总结出
以下几点：

1、要从思想上提高师生关于安全演练的认识。过去师生都以
为突发事情离我们很远，演练只是演练，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通过集会、安全教育课、学校影视网等途径以生动的事
例让师生认识安全演练的重要性。

2、制订严密的演练方案。演练是为了防止事故，但演练往往
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要制订严密的演练方案，既要达到快而
有序，又要保证安全。

3、建立长效机制。让全体师生明确，安全演练在我校是必修
课，每班每个人一定要达到预期的`目标。

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篇四

一场既紧张又有意义的防震避险应急演练活动结束了，首先，
我代表学校对参与并精心组织这次演练的全体老师表示衷心
的感谢!

学生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学校安全事关教育发展。学校是人
员高度集中的公共场所，在突然遇到地震等突发紧急情况时，
如果不能做到有组织地迅速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等
安全事故。我们组织这次演练的目的，就是学习和掌握防震



避险自救知识，增强防震避险安全意识，确保在地震发生时，
做到有组织、有秩序、不拥挤、抢时间，迅速地撤离到安全
地带，并利用学到的相关知识有效地进行自护自救，把地震
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今天这场演练，同学们能够按照学校的统一指令和要求，在
老师们的指引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从听到警报器到全
部撤到安全地带共用了1分钟58秒，行动迅速，圆满地地完成
了各项演练项目，基本上达到了疏散演练的'要求，没有发生
拥挤等不安全的事故。今天这场演练，同时也让我们学到了
很多安全防范知识，积累了一些防震避险的经验，学会了在
危急时刻逃生的技能。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幸运的，但是谁能保证危险不会在我
们身边发生呢？在校园中，需要紧急疏散的机率并不大，但
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做好防震、防火、防踩踏等防灾减
灾的心理准备，减少受伤的机会。希望同学们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思想，时刻警钟长鸣，把安全问题常挂心中，把防震
避险知识落实在行动中。

我们在紧张的学习中，抽出宝贵时间组织这次活动，是上级
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和师生安全的具体表
现，我们要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切实重视防震避险等
方面的安全，安全教育常抓不懈，确保在灾害发生时，把伤
害降到最小程度。

最后，祝愿同学们能远离伤害，远离危险，平安幸福健康地
成长！谢谢大家！

应急疏散演练心得体会篇五

20xx月25日下午，忻州市首次组织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演练
点设在忻府区秀容中学。忻州市防震减灾领导组和忻府区防
震抗震指挥部全体成员共计80余人观摩了本次演练。通过观



摩演练，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举行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很有必要。通过防震应急疏散演
练，有组织、迅速地引导学生安全疏散，让学生掌握逃生的
方法，进一步提高学校师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
应变能力，增强自护和自救能力，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
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

二、领导高度重视是演练成功的保障。本次应急疏散演练，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以校长韩贵喜为组长的演练领导
组，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秀容中学防震减灾安全演练方案》，
设立了指挥部，明确了工作人员分工及职责，并在演练前详
细向师生讲解预案内容，让师生熟悉演练程序。

三、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基本成功。整个疏散演练活动的过程
紧张有序，全体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按照事先设定的疏散通
道，迅速地撤离了教学楼，并到达学校操场的指定地点，没
有发生任何危险事故。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师生们把它当成
一次真实的逃生经历，没有丝毫的疏忽。通过演练，全体学
生均掌握了逃生的核心要领(护头)和其它基本要领。

四、本次演练贴近真实，但与实战还有一定差距。如：演练
中有的同学嘻嘻哈哈不够严肃：撤离教室时各楼层没有分楼
层、按规定的延时撤离，所以人员比较集中，相当拥挤，容
易发生挤倒、踩踏等事故。

五、应通过拓宽应急演练层面，普及应急公共安全知识。通
过本次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有了很大的收获，学校也积累
了一定的经验。应让秀容中学对不足之处加以改进后，将他
们演练的成功经验在全市推广，通过拓宽应急演练层面，普
及应急公共安全知识，进一步增强应急管理水平，提高全民
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