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 防灾减灾
安全教育演讲稿(大全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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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防灾减灾，我们在行
动。

历史偏爱中国，灾难考验中国，在这片广博的华夏大地上，
自然带给我们“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胜景的同时也带
给了我们灾难。在我国，每年因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达
到四千一百八十五点五亿元，在灾难中丧生的人更是达到二
十多万。每一次灾难的发生，一颗颗跳动心灵的停止，一张
张微笑脸庞的沉默，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逝，无不在深深震
撼着我们。在那些不可抗力的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生命的不堪一击，更是生命在转瞬变化中的手足无措。面对
灾难，让我们行动起来，不要让生命在手足无措中逝去。

一、全世界每年大约发生500万次地震，平均每天一万多次，
几乎每分每秒都没有停止过。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日生活当中，
学习防震知识，有端正的防震意识。当地震发生时，应迅速
撤到宽阔的室外，撤离时注意保护头部，如若不能迅速撤离
则应就近躲避在内墙墙角、厨房、厕所等空间小的地方，因
地制宜地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等待救援时，应
保持镇静，节约体力，敲击求救等等。



二、游泳是夏季消暑最好的运动，然而在中国每年有五万七
千多人溺水死亡，相当于每天有150多人溺水而亡。预防溺水，
不要在未知水域及江溪池塘、深水区等危险地区进行游泳等
活动。一旦发生溺水，应保持镇静，头部后仰，将口鼻露出
水面，避免双手上举拼命挣扎的错误动作，等待救援人员。

三、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发现了火，火带给人类光明，促
使人类社会进步。然而，火同时也带给人类灾难。火灾一般
是由于人们疏忽大意造成的，常常事发突然，因此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要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社会公德，尽量避免人为
灾害。但当火灾发生时，应用衣物遮掩口鼻，放低身体姿势，
浅呼吸，快速有序地向安全出口撤离，切忌乘坐电梯。逃生
无路时，应靠近窗户或阳台，关紧迎火门窗，向外呼救，为
自己带来生的希望。

四、生命起源于水，但生命有时会终结于水，我们居住的海
滨，也存在着海啸洪水的威胁，当这种不可抗力的灾害来临
而来不及撤离时，可爬上屋顶或者附近的大树上，等候救援，
但切忌攀爬电线杆、铁塔等。如若被卷入水中，不要游泳逃
生，应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
的材料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之上的状态或扶住能固定的东西
使自己不要随波漂流，寻找机会逃生。

面对每一次残酷的灾害，熟悉鲜活的生命在瞬间逝去后才深
思警醒，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灾难是悲壮的过去，也是伟
大的开始，在一次次灾难的警醒中，我们更要珍爱自己的生
命，学会逃生知识，在平时的点滴生活中，端正对待灾害的
态度，认真对待学校组织的每一次防灾，防震，防空演练，
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5.12汶川地震中，安县枣中学全体师
生的平安无事，不正是平时演练得当的体现吗？灾难从不能
带来真正的毁灭，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让我们行动起来，
共同追求安全健康和平安阳光的精彩人生。

防灾减灾，珍爱生命，我们在行动。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二

20xx年5月12日是第八个全国“防震减灾日”，我园为加强学
校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学校及师生防震避险和自救自护
能力，围绕第八个“防灾减灾日”的主题“认识地震风险，
掌握减灾技能”。从5月12日至16日结合我园实际开展了一系
列的“5.12”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周活动，制定切实可行的活
动方案，明确活动目标，组织领导机构。现将活动情况小结
如下：

一、5月12日-16日，我园开辟了“防灾减灾”橱窗宣传专栏，
张贴了宣传资料。成立以园长为组长的防震减灾领导小组，
在例行会议上，号召全体教职工做到：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认真学习防灾减灾知识，配合幼儿园开展防灾演练活动，自
我做起，防范未然。

二、各班组织幼儿学唱《安全常识歌》，掌握自救互救知识;
园内制作安全宣传材料，分发《致家长一封信》;从而实
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宣传
效果。

三、5月12下午日利用幼儿绘画课，让幼儿绘画5.12防灾减灾
日标志，了解其图标意义。

四、5月12日上午9时，全体师生举行了一次防震减灾演练活
动，进一步增强师生防震安全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
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
件的能力。

五、各班举行地震科普主题班会组织幼儿学习“地震是怎么
一回事”、“地震来了怎么办”、等各种“防灾减灾”
和“自救护救”知识，同时组织幼儿观看了有关灾害题材的
科普片《蟾童》。



六、5月13日，我园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认真开展了校园安全隐
患排查和整改。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认真排查，做好记录，发
现隐患，就地解决。目前无存在安全隐患。

通过本次防震减灾周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再次落实了师幼
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了师幼实际应对和处
置突发安全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师生防震、防灾减灾
的安全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
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历史将永远铭记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地动山摇的发一刻，
人类在灾害面前是那么的无助，但从未停止过与自然灾害的
抗争，有血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另据统计，我国每年
大约有一万六千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中小学生因安全事
故、食物中毒、溺水、自杀等死亡的，平均每天有40多人，
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一个班的学生在“消失”。

专家指出，通过安全教育，提高我们中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80%的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学校把安全教育作为
重要工作来抓。根据苏州地区的灾害发生的特点和我校实际，
今天重点谈谈火灾和水灾的自护自救和互救。

如果学校寝室、教室、实验室、会堂、饭店、食堂和家庭着
火时，可采用以下方法逃生。首先要镇定冷静，不能惊慌失
措。

（1）毛巾、手帕捂鼻护嘴法因火场烟气具有温度高、毒性大、
氧气少、一氧化碳多的特点，人吸入后容易引起呼吸系统烫
伤或神经中枢中毒，因此在疏散过程中，应采用湿毛巾或手
帕捂住嘴和鼻（但毛巾与手帕不要超过六层厚）。注意：不



要顺风疏散，应迅速逃到上风处躲避烟火的侵害。由于着火
时，烟气太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向上蔓延快、横向蔓延慢的
特点，因此在逃生时，不要直立行走，应弯腰或匍匐前进，
但石油液化气或城市煤气火灾时，不应采用匍匐前进方式。

（2）遮盖护身法。将浸湿的棉大衣、棉被、门帘子、毛毯、
麻袋等遮盖在身上，确定逃生路线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
出火场，到达安全地点，但注意，捂鼻护口，防止一氧化碳
中毒。

（3）封隔法。如果走廊或对门、隔壁的火势比较大，无法疏
散，可退入一个房间内，可将门缝用毛巾、毛毯、棉被、褥
子或其它织物封死，防止受热，可不断往上浇水进行冷却。
防止外部火焰及烟气侵入，从而达到抑制火势蔓延速度、延
长时间的目的。

（4）卫生间避难法。发生火灾时，实在无路可逃时，可利用
卫生间进行避难。因为卫生间湿度大，温度低，可用水泼在
门上、地上，进行降温，水也可从门缝处向门外喷射，达到
降温或控制火势蔓延的目的。

（5）多层楼着火逃生法。如果多层楼着火，因楼梯的烟气火
势特别猛烈时，可利用房屋的阳台、水溜子、雨蓬逃生，也
可采用绳索、消防水带，也可用床单撕成条连接代替，但一
端紧拴在牢固采暖系统的管道或散热气片的钩子上（暖气片
的钩子）及门窗或其它重物上，在顺着绳索滑下。

（6）被迫跳楼逃生法。如无条件采取上述自救办法，而时间
又十分紧迫，烟火威胁严重，被迫跳楼时，低层楼可采用此
方法逃生，但首先向地面上抛下一些后棉被、沙发垫子，以
增加缓冲，然后手扶窗台往下滑，以缩小跳楼高度，并保证
双脚首先落地。

洪水到来之前，要尽量做好相应的准备。



1、根据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提供的洪水信息，结合自己所
处的位置和条件，冷静地选择最佳路线撤离，避免出现“人
未走水先到”的被动局面。

2、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
错路。

3、自保措施：

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用水
和日用品。

扎制木排、竹排，搜集木盆、木材、大件泡沫塑料等适合漂
浮的材料，加工成救生装置以备急需。

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作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或放到高处，
票款、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可缝在衣服内随身携带。

保存好尚能使用的通讯设备。

洪水到来时的自救

1、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高
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
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

2、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难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
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
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

3、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取得
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注意：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可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
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4、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
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6、洪水过后，要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预防疫病的流行。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四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八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减少灾
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为切实做好市直属学校(幼儿园)学生的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
传教育，提高广大师生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经
研究，决定开展“5.12”防震减灾疏散演练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在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安全教育和地
震逃生演练，是校园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防和
减少地震等自然灾害损失的重要措施。通过开展地震应急演
练，培养学生防震减灾安全意识，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和
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于减少因突发事件、自然灾害造成师生
伤亡，确保突发事件、自然灾害发生时，学校应急工作快速、
高效、有序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充分利用“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校园安全教育活动周、科普宣传日等有利时机，认真组织校
园师生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活动。

2、低年级学生在参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的同时，
主要以避险逃生常识为主要内容，开展避险逃生演练。高年
级学生在增加部分地震常识和逃生、自救互救技能的同时，
也可开展综合性地震应急演练活动。

3、扎实开展校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三个一”(即在各
学校每学期开展一次防震减灾教育课、一次地震科普知识答
题竞赛、一次地震应急演练)活动，切实提高广大师生的防震



减灾意识。

1、各中小学(幼儿园)要加强演练活动的领导、精心安排、认
真组织，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和场所要安排专人监管，对
演练过程中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时间和地段要制定详细的安
全防范措施，确保演练不发生安全事故，同时避免地震谣言
的产生。

2、各校要加强在校师生防灾减灾应急综合能力的培养，结合
校园安全教育，切实将地震等自然灾害知识教育形式转变为融
“知识传授和应急演练”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培养。

3、各学校要积极宣传报道“5.12防灾减灾日”开展校园地震
应急演练活动情况，营造社会关注校园防震减灾安全教育的
良好氛围。

4、开展地震应急演练和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是一件十
分重要的工作，请各校于5月9日、16日前分别将活动方案、
活动小结(附照片)报教育局安全处(电子邮箱：)。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五

20xx年5月12日，第xx个防灾减灾日，为512灾害遇难者追思，
也为增强全民忧患意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xx县防震减灾中心、xx县蓝豹应急救援队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
动，走进街边发放防灾减灾宣传资料，讲解防灾减灾应急知
识，更好的'提升xx人民应急自救自护能力。灾害无小事，预
防敢为先。防震减灾中心、蓝豹在行动。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六

一是围绕“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这一主题，开
展了xx小学第x个防灾减灾日全体教师会，让全体教师充分认



识到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有关防灾减灾
常识，提升广大教师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二是结合近年来灾害事故深刻教训和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
的宝贵经验，认真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灾害风险识别与评估，
有效推进隐患排查治理，提高风险防范应对能力。重点检查
了疏散通道、校舍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隐患建立
台账，细化落实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及时消除隐患并销账。

三是根据灾害风险和抵御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进一步修订
完善各类灾害事故应急处置预案，注重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
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根据学校实际利用5月14日大课间
操时间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开展一次综合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并强化灾害预警信号发布、紧急避险、疏散逃生、安全集结
以及抢险救灾、人员清点和演练评讲等全过程，确保在突发
事件来临时，应急工作能安全、快速、高效、有序进行，最
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四是通过班会形式广泛开展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防灾减灾
科普知识宣传，多途径、全方位、多角度大力普及防灾减灾
专业知识和技能，做到防灾减灾知识人人知晓，增强全体师
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七

暴雨，特别是大范围的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往往会在很短
时间内造成城市内涝，使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对城市
交通也会带来重大影响。

应急措施：

（1）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内涝，可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
水板或者堆砌土坎；



（2）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
伤人；

（3）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
防止掉入地坑、沙井等；

（4）驾车经过深积水区，应尽量绕行。

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专题篇八

泥石流是山地沟谷中由洪水引发的携带大量泥沙、石块的洪
流，泥石流来势凶猛，而且经常与山体崩塌相伴随，对农作
物和道路桥梁、房屋等建筑物破坏性极大。

应急措施：

（1）发现有泥石流迹象，应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
或者高地跑；

（2）不要停留在低洼地方，也不要攀爬到树上躲避；

（3）不要躲避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