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电信诈骗宣讲稿 厦门电信诈骗心
得体会(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电信诈骗宣讲稿篇一

近年来，厦门市成为了电信诈骗的高发地之一。作为一名普
通市民，我亲身经历了一次电信诈骗案件，并从中汲取了宝
贵的教训。以下是我对厦门电信诈骗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
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和警示。

首先，在厦门市，电信诈骗多发于年轻人群体。年轻人热衷
于网络购物、社交娱乐等互联网活动，很容易成为诈骗分子
的目标。尤其是一些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对网络安全意识
较弱，更容易上当受骗。我所受骗的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称我涉嫌洗钱犯罪，需要立即转账冻结
资金。由于信任公安机关，我没有多加考虑便按照对方的要
求操作了。年轻人在面对电信诈骗时，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信息的真
实性。

其次，厦门市电信诈骗的手段各种各样，诈骗分子不断变换
策略。在我的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了亲戚，声称家里发生
了意外且需要急需资金。他们了解到我的一些个人情况，并
在电话中称呼我的名字令我相信他们是真的亲戚，让我掉以
轻心。此外，他们还使用了技术手段来伪造电话号码，使其
显示为政府机关或银行的电话号码，更增加了诈骗的可信度。
在面对这些手段时，市民们应当提高警惕，始终保持警觉，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电话。

第三，防范电信诈骗需要政府、电信运营商等多方合作。在
厦门市，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打击电信诈骗，包括加
大警力巡逻、设立举报热线等。此外，电信运营商也在加大
对诈骗电话的拦截和封堵力度。然而，电信诈骗仍然屡禁不
止，这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努力。政府、电信运营商和市民们
应当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电信诈骗，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市
民的防范意识，并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提升诈骗电话的拦截效
果。

第四，加强个人的防范意识是防止电信诈骗的关键。作为每
个市民，我们应该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学会辨
别真假信息，提高识别诈骗电话的能力。在我受骗后，我深
感自己安全意识的薄弱。我开始积极参与互联网安全的学习
和培训，学习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并养成定期更换密
码、不轻易泄露个人信息的好习惯。只有市民们都树立起防
范意识，才能有效预防和遏制电信诈骗的发生。

最后，厦门市电信诈骗的根源在于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执行的
不力。目前，我国对于电信诈骗的法律制裁力度还不够，未
能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同时，电信诈骗分子犯罪手段狡猾，
难以被抓获。因此，我们应当呼吁政府提高对电信诈骗犯罪
的打击力度，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更为严密的监管体系。
另外，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破获一些跨国电信诈骗团伙，
也是解决电信诈骗问题的重要途径。

总之，面对厦门市电信诈骗问题，我们应当牢记以上几点心
得体会。年轻人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对电信诈骗的认
知，才能远离这些网络陷阱。同时，政府和电信运营商也应
当加大力度，加强合作，打击电信诈骗，为市民们创造一个
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只有多方合作，共同努力，我们才能
让厦门市成为一个无诈骗的宜居城市。



电信诈骗宣讲稿篇二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
问题。近年来，厦门地区电信诈骗案件屡见不鲜，给无数人
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我曾经亲身经历过一次
厦门电信诈骗，从中我汲取了教训，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引言

电信诈骗是一种以网络通讯为手段的犯罪行为。骗子利用各
种手段，设法获得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然后进行
非法盗取、侵占、转移资金等活动，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厦门作为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城市，也成
为了骗子们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

第二段：我亲身经历的电信诈骗

去年，我接到一个自称是银行某某某支行的电话，对方告知
我说我的银行卡被盗刷了，需要确认一下相关信息以便进行
处理。由于我最近确实在网购上有过一些消费，对方告诉了
我一些私人信息，并在我确认无误后，让我按照某个流程进
行操作。我当时并未怀疑对方的真实性，结果误操作导致大
量的资金被盗取。这次亲身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电信诈
骗的可怕之处。

第三段：教训与思考

这次被诈骗的经历，使我感到非常愤慨和内疚。我深刻反思
了自己的行为，发现我在与骗子沟通的时候，没有进行足够
的核实和验证对方身份的工作，轻易地相信了对方的谎言。
在未来，无论是电话、短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我都
将更加警惕，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尤其是涉及个人信息
和财务信息的情况下。



第四段：应对措施和建议

在经历了电信诈骗之后，我开始学习与了解如何避免电信诈
骗。首先，我们需要保持警惕性，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
对于一些关键的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我们应该坚持私下沟
通，而不是随意对外公开。同时，灵活运用通讯工具，及时
了解最新的骗术和防御措施，提高自己的防范能力。最重要
的是，如果发现被电信诈骗的迹象，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报
警，并及时和银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取得联系，尽早采取
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五段：总结

电信诈骗是一个全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
必须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我亲身经历了一次电信诈骗，
那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但也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能够向更多的人宣传电信诈骗的
危害和防范知识，共同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电信诈骗宣讲稿篇三

近年来，厦门电信诈骗案件频频发生，给人们的财产安全和
个人信息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这些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让人猝不及防。尽管警方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打击电
信诈骗，但我们个人的安全意识也是关键。通过经历和学习，
我深刻认识到了必须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保护自己的财产
安全。

第二段：电信诈骗手法千变万化，需保持警惕

在遭遇厦门电信诈骗的过程中，我发现诈骗手法千变万化。
有的人冒充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涉嫌欠费或涉及犯罪，
需要立即缴纳款项以避免被刑事拘留；还有人冒充亲友，谎
称遇到了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这些骗子常常使用社交媒体、



电话等方式与我们沟通，制造紧迫感和迫使我们急于行动，
从而达到他们的骗钱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保持
警惕的重要性，只有高度警惕才能避免上当。

第三段：借鉴他人经验，提高防骗能力

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一些被骗者的经验和教训。他
们的诉说让我深深反思并从中吸取教训。有一个案例，某人
在接到冒充公检法诈骗电话后，果断向警方报案并向身边亲
友了解情况。结果证实，那是诈骗电话。这个案例告诉我，
及时向警方咨询和报案是重要的应对方式之一。此外，还有
人遇到冒充亲友骗钱的情况，而他们通过与真实亲友核实身
份解除了疑虑。这让我明白，与亲友保持通畅的沟通也是防
范电信诈骗的重要方法之一。

第四段：科技手段助力防范电信诈骗

在与电信诈骗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科技的力量。各
大手机设备商和互联网平台都提供了很多应用和功能来帮助
用户防范电信诈骗。诸如来电识别、短信过滤、信息验证等
功能，都可以有效帮助用户识别和回避骗子。此外，各类反
诈骗手册和警示信息在互联网上也是丰富多样。我们要充分
利用这些科技手段，提高防范电信诈骗的能力。

第五段：加强协作，共同打击电信诈骗

面对电信诈骗这一共同的威胁，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
更多社会各方的协力合作，共同打击电信诈骗活动。政府部
门应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
监管，提高社会安全防控体系的建设。同时，我们个人也应
提高警惕，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主动加强对亲友的信息
了解，并及时向警方报案。只有个人与社会部门的协同合作，
才能形成利剑之势，让电信诈骗分子难以有所作为。



在探索和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了电信诈骗的威胁和防范的
重要性。未来，我将持之以恒地关注防范电信诈骗的相关信
息，加强与他人的交流与借鉴，不断提升自己的防骗能力，
为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数字社会贡献力量。

电信诈骗宣讲稿篇四

近年来，合肥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给无辜市民带来了巨
大的财产损失，也让不少人深受其害。作为一名合肥市民，
我也曾亲身经历过电信诈骗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总结，我深深意识到对于电
信诈骗，我们不仅需要提高警惕，还需要关注教育与宣传，
强化法律打击力度，倡导社会共治。

首先，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强化自我保护意识。电信诈骗主
要通过电话、短信、社交媒体等渠道进行，诈骗分子采用各
种手段进行欺骗，试图骗取我们的个人信息或财产。因此，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
个人信息，不随便点击不明链接。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对
电信诈骗的认识，了解常见的诈骗手法和特征。只有充分了
解，才能够及时识破，有效防范。

其次，我们应该加强教育与宣传，提高公众对电信诈骗的认
知和警觉性。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会媒体，都应该加强
对电信诈骗的宣传与教育。在学校，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举行
宣讲会，邀请公安机关的相关人员进行讲座，向学生普及防
骗知识；在家庭，家长要与孩子分享防骗经验，告诉他们如
何判断和应对电信诈骗；在社会媒体上，可以增加电信诈骗
案例的宣传报道，引起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只有通过教育
与宣传，才能提高公众的警觉性，减少受骗人数。

第三，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中，需要加大法律力度。电信诈
骗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加以打击。公安机关应该优化
技术手段，加强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和打击力度。同时，对



于涉及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
惩不贷。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对电信诈骗产生制约和震
慑作用，维护社会的安宁与正义。

最后，我们应该倡导社会共治，形成整体防范的合力。作为
个体，我们要维护自身的权益，也要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
如果我们收到可疑电话或短信，应该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案，为打击电信诈骗提供有效的线索。同时，政府、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出台防骗措施，加强
信息共享，形成整体防范的合力。只有通过社会共治，才能
够在根源上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的发生。

总之，面对合肥电信诈骗的威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
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加大教育与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认知
和警觉性。在打击犯罪方面，我们应该加大法律力度，依法
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行为。最后，通过社会共治，形成整体防
范的合力。只有通过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才能够更加有效
地预防和减少电信诈骗的发生，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希
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

电信诈骗宣讲稿篇五

1.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与陌生人通电话要注意的事情。

2.通过对话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3.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4.初步培养幼儿用已有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加强幼儿的安全意识。

大灰狼布偶、小动物布偶，玩具电话。



1.利用大灰狼和小动物布偶进行电话对话，请幼儿判断小动
物做得是否对。

2.老师表演以下两段对话：

对话一：

3.大灰狼：小朋友，请问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小动物：他们都不在家。

大灰狼：家中有大人吗？

小动物：家里有爷爷。

大灰狼：我是你爷爷的朋友，想来看看你们，但忘记了地址，

请你告诉我你家的地址，好吗？

小动物：好呀，我家住在动物村12号。

对话二：

大灰狼：小朋友，请问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小动物：请问你找谁？

大灰狼：家里有大人吗？

小动物：请你等等，我让爷爷跟你说话。

4.请幼儿分析刚才的两段对话，谁做得对，为什么。

5.引导幼儿知道不能随便和陌生人对话，有陌生人打电话来，
应立即交给家里的成年人接听。



6.提醒幼儿不能随便在电话里透露个人及家庭信息。

我们教育者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多进行正确行为的引导，使之
形成习惯，同时还要经常督促和检查，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经常给孩子讲解安全方面的知识，逐步提高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