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篇一

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因为各种自然因素，异常是各种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的发生
愈加频繁。它的每一次发生，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损
失和伤害，这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们的心。

自然灾害是可怖的，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令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大地
开始颤抖;水杯开始学会跑步并跑到了桌角，掉在地上摔了个
粉碎;房屋也开始摇晃起来。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地震来
了。

人们开始慌张起来，开始到处寻找能够躲避的地方。然而几
分种后，地震这个恶魔像发了疯似的，把大地撕扯得四分五
裂。各处房屋在一瞬间倒塌，夺走了不计其数的的生命。

虽然地震等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是惨痛的，可是这也
并不是说自然灾害是完全不能够避免的。人们为了减少各种
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财产损失，异常是生命的损害，已经
做出了各种可取、有效的措施，例如防洪建堤。

自古以来，洪水就是人们的天敌之一，它淹没田地、房屋，



并夺走多少人的生命。洪水是一只无法驯服的野兽，一旦暴
怒起来，对人们的伤害将不可估量。可人们也找到了应对的
办法—修筑大堤，开沟修渠。人们无法驯服这头野兽，就修
起了围墙，把它拦起来，再进行适宜的疏导。这种做法大大
减小了洪水带给人们的伤害。

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总是笨拙的，但他们身上就没有值得
我们借鉴的东西吗?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值得我们借鉴的
东西当然有。日本是一个“多震国”，地震无疑是他们最大
的敌人。为了更好地生活，日本的先民对他们的房屋进行了
改造，使得地震对他们的影响大大减小。这种技术值得全球
人民借鉴和使用。

尽管人们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自然灾害总是不可完全避
免的，人们对有些自然灾害还是显得措手不及。可在人们的
共同努力下，人们也克服了许多困难，人们把水运到干旱地
区，解决了干旱地区的生活用水问题;同时，人们又到洪涝地
区帮忙修建大堤，减小了洪水对人们的伤害，改善了洪涝地
区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灾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掌握求生技能，大家团结
一致，万众同心，就能跨过一道又一的坎儿。所以，让我们
行动起来，为抗震救灾献上自我的一份力，哪怕是一份绵薄
之力。

1.最新地震演练领导精彩讲话稿

2.关于防地震安全演练精彩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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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防地震安全演练精彩讲话稿

在现在社会，我们可以使用讲话稿的机会越来越多，讲话稿
是为发言者表达自己想要讲的话而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你知
道讲话稿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最新防地
震安全演练精彩讲话稿（精选5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篇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早上好！

明天就是5月12日，我们迎来了第-个全国“防震减灾日”。
一年前的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自新中国以来最为
可怕的灾难，地震造成7万余人遇难，37万余人受伤以及巨大
的经济损失。“5.12”是一个需要永远记住的日子。

“防震减灾日”的设立，既是纪念四川汶川大地震故去的人
们，也是提醒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增强全社会防震减
灾意识，普及推广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最大
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

作为学生，我们要珍爱生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就要学习
防震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那么，我们学生在地震发生
时要注意哪些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镇静，任何突发应急
事件不要慌乱。

如果正在上课时发生了地震，靠近门的同学可以迅速跑到门
外，中间及后排的同学应尽快躲到课桌下，用书包护住头部；
靠墙的同学要紧靠墙根，双手护住头部；远离窗户，以防玻
璃碎片伤人。



如果在走廊或楼梯上，应找墙角蹲下，保护好头部，远离墙
上悬挂的装饰物，等震动停止后迅速向外撤离。

如果在操场、大街等户外的地方，绝对不能跑进建筑物中避
险，也不要在广告牌下、篮球架下等危险地方停留，尽量向
空旷的地方集中。

如果在家里时发生地震，家住一楼的，要迅速钻到床下、桌
下，同时用被褥、枕头、脸盆等物护住头部，等地震停止再
尽快离开住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家住高楼的，不要试图
跑出楼外，因为时间来不及。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及时躲到两个承重墙之间最小的房间，如厕所、厨房等。也
可以躲在桌、柜等家具下面以及房间内侧的墙角，并且注意
保护好头部。千万不要去阳台和窗下躲避。

最后如果万一不幸被埋在建筑物中，应先设法清除压在腹部
以上的物体；用毛巾、衣服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要往
意保存体力，不要大喊求救，设法找到食品和水，创造生存
条件，等待救援。

同学们，纪念是为了科学地认识灾难，有效地防震减灾。地
震无法预报，但能预防，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
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特别是要学习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
的.不屈不挠、克服困难、无私奉献、积极向上的精神，努力
学习、提高本领，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1、不要惊慌地奔出室外，首先暂时躲在坚固的家具或桌子底，
最好躲在体积小的房间，如卫生间、厨房。

2、一次强震过后，不应安心下来，要准备应付余震的发生。

3、震后首先将大火扑灭。

4、尽量步行到避震所，携带物应尽量减至最少。



5、不要走过狭窄的道路、沟渠边缘、悬崖或河边，以免发生
意外。

6、注意不要靠近山体、悬崖，以免崩裂发生意外。

7、靠近海岸时，必须注意海啸的发生。在低洼地则应防止水
淹。

8、不要害怕余震，也不要乱听谣言。

9、遵守秩序，注意卫生。

在平时，预先准备好各种避难的工具和装备：

1、水；

2、五日左右的粮食(准备好即使一天不生火也足够食用的粮
食)；

3、贵重物品(现金、银行存款薄，各种证件以及必要的印鉴
等)；

4、手电筒、蜡烛、火柴等；

5、收音机；

6、毛毯；

7、手巾、绳、草纸等日用品以及洗漱用品；

8、急救药品；

9、背囊等用品。

这些用具应平时整理好，以便需要时可以马上携带走。



如果有婴儿或幼儿的家庭，要准备好婴儿用的尿布、奶粉、
伞、席子等其他小孩子用品、最重要是根据家庭的需要，随
时准备好可以足够两至三天生活的各种应急日用品或食物。

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篇三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5月7日—5月13日，是我国第十个防灾减灾周，今年的主题
是“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8.0级地震，烈度11级，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
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死亡69227人，失踪17927人。而在
四川省安县桑枣中学，地震发生后，该中学8栋教学楼部分坍
塌，全校2200名学生，100多名教师，用时1分36秒，全部站
在操场上，以班级为单位站好，全部师生无一人伤亡。什么
原因？该校校长叶志平，非常有防震意识，每年都加强教学
楼的维修，每学期都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练，严格细
致到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更重要的是，学生在遇
到危险时，能够按照演练的步骤，听从老师指挥，积极避险。

那么地震离我们远么？因为我们九台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经
受过地震。其实地震就像风、雨、雷、电一样，是自然界中
的普遍现象。长春地区，也是地震的多发地带。为了减少突
如其来的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要有“宁可千日不震，
不可一日不防”的思想。才能在突发的灾难面前，保持清醒
的头脑，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带给我
们的伤害。由此可见，演练是为了实战，是为了能够在事故
发生时，在最宝贵的黄金时间里，完成自我生命的保护。

刚刚我们的演练，完成的也很好，但是也有部分同学，对演
练的态度不端正，认为好玩，或多次参与演练，习以为常，
不能按照老师教给的方法认真执行。在疏散过程中，还有嬉



笑、推、挤等现象。

但是总体来说，本次地震演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老师和同
学们以最快的速度，严格按照疏散路线，安全的疏散到操场
指定位置，圆满的完成了此次疏散演练任务。

最后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演练就是实战，做好演练也是保护
好我们的生命线”。

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我们全体
师生聚在一起进行应急避震演练，主要是想让我们学会求生
本领，免于自然灾害。

通过地震应急演练做到警钟常鸣，使全校师生了解应急避震
知识，掌握应急避震的正确方法，培养学生听从指挥、团结
互助的品德，提高师生的紧急避险、自救自护和应变能力。
在地震来临时，全校地震应急工作能快速、有序、安全进行，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特别是减少不必
要的非地震伤害。

今天的演练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应急避震，大约60秒钟；
第二部分是在主震结束以后的紧急疏散，刚才经过体育老师
的测量，二楼师生疏散用去 分 秒。一楼用去 分 秒。每层
楼所用去的时间都是符合我们预定要求的，各年级组织的也
很好，秩序井然，没有因为演练造成伤害。第三部分是自救
互救演练，这部分由老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演练。



整个演练过程美中不足的是：有个别同学在避震时没有按要
求保护好自己的头部或眼睛，在撤离时有的同学没有接到老
师的撤离信号就跑出教室了，有的同学在撤离时没有小跑，
没有紧迫感，而是在“散步”，以上不足希望同学们以后要
改正。

同学们，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我们都应该学会避免
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伤害的方法，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最后，祝愿全体老师和全体同学，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2015、3、25

老师们、同学们：

为了提高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增强防灾减灾自救互救
能力，有效减少人员伤亡，我们今天又进行一次防震疏散演
练活动。

安全重于泰山，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学校是人员密度较
大的场所，学生的平安牵动着千家万户。安全是学校兴盛的
前提和保障，安全责任要常抓不懈。四川地震发生之后，学
校又把防灾减灾知识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培训作为学校安全教
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并常抓不懈，组织全体师生进行逃生演
练。

今天，我们举行的这次防震安全逃生演练，是对学校安全措
施的一次再落实，是对学校师生员工安全防范意识的一次再
强化，是对提高大家安全逃生技能的一次实地演练和培训，
也表达了学校对学校安全工作持之以恒、紧抓不放的决心。

对这次活动，学校高度重视，组织有序；参演人员服从指挥，



步调一致；动作要领规范到位，活动安全有序，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和要求。整个演练逃生过程用时 分 秒。总之，是一
次十分成功的演练活动，对大家的安全意识有了很大的，对
于这样的演练活动，我们要经常化、常态化，要采取突然进
行和有准备进行多种形式。全体师生员工务必高度重视，积
极参与。让我们共同努力，打造平安学校，建设和-谐校园。

谢谢大家！

2015年6月18日

各位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们举行了“应急疏散”演练活动。目的在于，在出
现紧急状态时，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迅速、有序、安全地
疏散，这是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安全培训的重要手段。以后，
这样的训练我们还要经常地进行，请同学们认真参与、用心
体会，不断地提高同学们的自救能力。

同学们，刚才是一次模拟演练，说的是我们的教学楼、教室
突然出现了突发安全隐患情况，报警器响了，要求我们在很
短的`时间里用很快的速度撤离危险区，我们这个操场是一个
应急疏散的安全地带，我们用了很少的时间脱离了危险区域。
说明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应急疏散的本领，说明我们这次应
急疏散活动很成功。

在灾难来临时最大的危害是心理恐慌，因为恐慌、无自救的
常识，而造成较大伤害。只要保持冷静、有序，灾害是可以
减小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教学楼、教室等公共场所，最
重要的是保持冷静、有序，不恐慌、不尖叫、不起哄、不拥
挤，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事故，保护生命。这些都是逃生上
的安全知识，掌握了这些逃生知识，我们就能成功地撤离了，
这是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对于我们学生来说，遇到灾
情肯定会惊慌失措，请不要慌张，有我们老师在，老师会在



第一时间教你们，带领你们逃脱危险区，刚才的成功撤离就
是我们全体老师一起行动的结果。今天我们做到了这两点，
以后，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大的还是小的灾害，就可以按照今
天的演练办法逃生。

老师们、同学们：关注安全、关爱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必
须高度重视的。加强安全知识学习，提高自防自救的本领，
保持冷静和秩序，既是对自己生命的爱护，也是对他人生命
的尊重！与此同时，老师们、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发现学
校安全隐患，应及时报告，便于学校立即予以排除，学校一
定为全体师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最后，祝大家在和-谐的社会里、平安的环境中，生活愉快，
平安健康！

地震演练讲话稿发言稿篇五

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地震时我们该怎么办?”。

上星期，学校开展了地震演练活动，同学们都认真对待，积
极配合老师，可是有一小部分同学嘻嘻哈哈，认为地震根本
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地球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
年约有500万次。地震，它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是一种
经常发生的自然现象，但是它破坏力很大，往往发生在瞬间。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防患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多学习掌握一
些抗震技能。

如果我们在上课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迅速抱头，闭眼，
躲在各自的课桌下，背向窗户，用书包保护头部。服从老师
指挥，有组织地撤离，防止出现踩踏意外，不可慌乱冲出教
室，不可跳窗逃生。

如果我们在家发生地震，怎么办?我们要躲在坚固家具附近，



内墙墙根，墙角，厨房，厕所，储藏室等开间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