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震教育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师，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教案，编写教案助于积
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防震教育教案篇一

教学时间：

20xx年05月12日。

教学班级：

小一班。

教学科目：

健康。

教学名称：

?防震减灾》。

一、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常表现，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
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2、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演练遇到地震这种突发事件时有
秩序地逃生自救的技能，让幼儿掌握来不及逃离的情况下如
何躲避地震伤害的本领。



二、教学准备：

有关地震防震图片和视频。

三、教学过程：

“安全重于泰山”，安全工作最重要的。我们在地震发生后
及时在园开展防震知识普及和防震演练，增强幼儿的安全意
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一)通过学儿歌，让幼儿初步了解地震前自然界的异常表现，
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1、观看视频(地震预兆)

2、震前井水变化的谚语：

井水是个宝，地震有前兆。无雨泉水浑，天干井水冒。

水位升降大，翻花冒气泡。有的变颜色，有的变味道。

3、动物反常情形的谚语：

震前动物有预兆，群测群防很重要。牛羊骡马不进厩，猪不
吃食狗乱咬。鸭不下水岸上闹，鸡飞上树高声叫。冰天雪地
蛇出洞，大鼠叼着小鼠跑。兔子竖耳蹦又撞，鱼跃水面惶惶
跳。蜜蜂群迁闹轰轰，鸽子惊飞不回巢。家家户户都观察，
发现异常快报告。

植物在震前也有异常反应，如不适季节的发芽、开花、结果
或大面积枯萎与异常繁茂等。

(三)进行简单的防震演练

(四)教学小结



本次教学我们通过图片，儿歌，视频，实际演练等方式使大
家基本掌握了地震这种突发事件时有秩序地逃生自救的技能，
让大家掌握来不及逃离的情况下如何躲避地震伤害的本领。

防震教育教案篇二

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我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相
应掌握一 些安全知识和制度，懂得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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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多先找藏身处。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
遇到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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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远离危险区。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
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
陡坡,河岸及高压线等。

4.被埋要保存体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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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救援人员。

防震教育教案篇三

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必要的防震减灾知识，在突遇危急情况时
能够进行一些有效的举措，从而保护自己减少伤害。

教学过程：



一、师讲解大地震的情形，将受灾情况与学生作交流，使学
生了解到地震带给人类的危害。

二、质疑：假如我们遇到了地震，你会怎样做?怎样才能有效
的保护好自己?

师生交流。

三、师讲解：如何有效的防震减灾。

(一)面临地震，如何做好防震减灾?

1、地震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头脑，镇静自若的
态度。假若地震时你正在室内，如离门窗较远，暂时躲避在
坚实的家具下或墙角处，是较安全的。另外，也可以转移到
承重墙较多、开间较小的厨房、卫生间等处暂避。躲过主震
后，应迅速撤到宽敞的户外。撤离时注意保护头部，最好用
枕头、被子等柔软物品护住头部。

2、假若地震时你正在室外空旷的地方，这是最庆幸的事情。
如果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最好将手或皮包等柔软物品护住
头部，尽可能做好自我防御的准备。并迅速离开变压器、电
线杆和围墙、狭窄巷道等。

(二)发生险情时，如何救助?

1、地震中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员，应用手巾、衣服等捂住口鼻，
避免被烟尘呛闷窒息，还应尽可能清除压在身上的各种物品，
最好朝着有光线的地方移动。无力脱险时，尽量减少气力的
消耗，坚持时间越长，得救的可能越大。此外，外面的人废
墟下的声音不容易听见，因此要等到听到外面有人时再呼救
或敲击墙壁等。

2、营救他人时应先确定伤员的头部位置，使头部先暴露，迅



速清除口鼻内的尘土，再使胸腹部暴露，不要强拉硬拽。如
有窒息，应及时施以人工呼吸。

(三)地震时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当你感到地面或建筑物晃动时，切记最大的危害是来自掉下
来的碎片，此刻，要动作机灵的躲避。

1、在房屋里，则赶快到安全的地方，如躲到书桌、工作台、
床底下。单元楼内，可选择开间小的卫生间、墙角，依靠上
下水管道和煤气管道的支撑，减小伤亡。对于户外开阔，住
平房的职工，震时可头顶被、枕头或安全帽逃出户外，来不
及时，最好在室内避震，要注意远离窗户，趴下时，头靠墙，
使鼻子上方双眼之间凹部枕在横着的双臂上面，闭上眼和嘴，
用鼻子呼吸，一般来说，不要跑出建筑物，最好就近找个安
全处躲避，待地震后，如果需要疏散，再沉着离开。

2、地震时，门框会因变形而打不开，所以在防震期间，最好
不要关门。夜间地震时，要争分夺秒向安全地方转移，不要
因寻找物品和穿衣而耽误时间，如有可能，要立即拉断电源，
关闭煤气，熄灭明火。照明最好用手电筒，不要用火柴、蜡
烛等明火。

3、地震时，如已被砸伤或埋在倒塌物下面，应先观察周围环
境，寻找通道，千方百计想办法出去。若无通道，则要保存
体力，不要大喊大叫，要静听外面的动静，如听到有人走过
的声音，可敲击铁管或墙壁使声音传出去，以便救援。同时
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寻找食物维持生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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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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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公共场所避震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不要拥向出口，要避
免拥挤，要避开人流，避免被挤到墙壁或栅栏处。

在影剧院、体育馆等处：就地蹲下或趴在排椅下。注意避开
吊灯、电扇等悬挂物。用书包等保护头部。等地震过去后，
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组织地撤离。

在商场、书店、展览、地铁等处：选择结实的柜台、商品(如
低矮家具等)或柱子边，以及内墙角等处就地蹲下，用手或其
他东西护头。避开玻璃门窗、玻璃橱窗或柜台。避开高大不
稳或摆放重物、易碎品的货架。避开广告牌、吊灯等高耸或
悬挂物。

在行驶的电(汽)车内：抓牢扶手，以免摔倒或碰伤。降低重
心，躲在座位附近。地震过去后再下车。

(七)户外避震

就地选择开阔地避震：蹲下或趴下，以免摔倒。不要乱跑，



避开人多的地方。不要随便返回室内。

避开高大建筑物或构筑物：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建筑。
过街桥、立交桥。高烟囱、水塔下。

避开危险物、高耸或悬挂物：变压器、电线杆、路灯等。广
告牌、吊车等。

避开其他危险场所：狭窄的街道。危旧房屋，危墙。高门脸、
雨篷下。砖瓦、木料等物的堆放处。

四、学生交流了解到的防震知识。

五、小结。

地震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采取相应的措施，
就一定能够战胜灾难。

防震教育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经过活动使学初步了解地震、火山、滑坡和泥石
流灾害的成因分布、危害及防御措施。初步了解地震、各种
灾害之间的关联性。

活动准备：收集有关地震的相关材料；排练节目；课件制作
等。

活动过程：

一、宣布活动资料

同学们，这次日本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及损
失，谁能来说一说你了解到地震的哪些知识？（学回答）同
学们了解还真不少，这次活动我们一齐来了解地震是怎样产



的，遇到地震应当如何预防伤害。

二、活动过程

1、各小队相互交流，了解地震的成因。

2、播放地震成因影片。

3、学出示搜集到的有关地震知识。

学1：地震是指岩石圈在内力作用（安全教育教案）下突然发
破裂，地球内能以地震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引起必须范
围内地面震动的现象。大部分地震的发与地质结构有关。在
地壳中有断层，并且断层又具有必须活动性的地带，地震最
容易发。世界上有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地中海―
喜马拉雅山地震带。

学2：地震的大小通常用里氏震级来表示。地震释放出来的能
量越大，震级越高。震级每增加1级，能量约增加30倍。通常，
3级以下的地震，人无感觉，成为微震；5级以上地震，会造
成不一样程度的破坏，成为破坏性地震。

学3：地震是一种危害和影响最大的地质灾害。我国是世界上
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发过6级以上
地震。1976年7月28日发在唐山的'7.8级大地震，使这个百万
人口的工业重镇，倾刻成为一片废墟.这是20世纪全球破坏性
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

学4：我国川、滇、黔接壤地带，该地带现代地壳活动强烈，
地震濒发，震级高。由于地壳活动强烈，山体中断裂发育，
岩石破碎，风化严重，加上干湿季节分明，暴雨集中。促使
滑坡、泥石流灾害突发。这次日本发了9.0级的地震，震后到
目前为止，还发了五次6级以上的余震，以唐山大地震的破坏
性更大。



4、初步了解各种地质灾害的关联性。

各种地质灾害既具有各自构成、发展、致灾的规律，各灾害
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又有必须的关联性。一个地域
内的地质灾害可能有若干种，它们在成因上是有关联的。例
如，在一次灾害发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原发性的主灾诱发其
他灾害，例如，地震因毁坏产和活设施而成灾，同时造成地
裂，并引发火灾，又由于人员伤亡和医疗设施的破坏，可能
会引起疫病曼延等。人类活动及其对自然环境施加的影响，
能够间接或直接诱发地质灾害。例如，人类对植被的破坏，
使地表径流的水量和速度加大，是泥石流日趋频繁的重要原
因。人类大规模的工程活动，造成滑坡等灾害的事件时有发。

5、地质灾害的防御

当今世界，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经济密集发展，加之人类对
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地质灾害发的频度和成灾的强度
不断提高。这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

学5：加强地质灾害的科学研究，建立灾情监测预报系统。

学6：加强地质灾害的管理，建立健全减灾工作的政策法规体
系。

学7：实施一些预防措施。例如，提高建筑物的抗震强度；实
施护坡工程，防止滑坡和崩塌。除采取工程措施外，还可进
行植树造林等综合治理措施，如经过恢复地表植被，改善态
环境，治理水土流失，以减少泥石流或滑坡的发频率和强度。

学8：积极开展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和减灾意识，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6、地震防护演习。



三、班会小结。

防震教育教案篇五

1.观看一段关于地震的视频，然后请学讲讲自我的感受或认
识。（让学由具体地震事件进入班会的主题。）

2.关于地震你想明白些什么？（请几个学提提自我的问题，
针对问题后面有侧重点，满足学需要，提高学积极性。）

3.什么是地震（让他们以组为单位互相讨论，然后让每个组
为大家介绍，评出哪个组说的是最全面、准确的`，最终教师
总结，给个全面的概念）

4.介绍地震的前兆

5、地震发时的防护措施，同时遇到特殊危险时的自救方法
（燃气泄露时；毒气泄露时；遇到火灾时）

（形式：学抢答或学演示）

（1）学校的避震

（2）家庭的避震

（3）公共场所的避震

（4）户外的避震

6、模拟地震逃

7、请三四个学谈谈这节班会的感受

8、教师做最终总结



（以小组为单位，采用互相竞争的方式，经过每个环节累计
分数，最终分出胜负，这样大家就会都积极投入，而不是各
做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