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防震策划案 幼儿园防震防灾策划
书(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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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防震策划案篇一

为了进一步普及防震知识，使全园师幼掌握应急避震的正确
方法和熟悉震后紧急疏散的程序和路线，育苗幼儿园于2016
年5月10日下午3时10分进行了一次预防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演练前行政领导组织全园教职工认真学习了演练方案，确保
演练活动安全顺利的开展。

警报第一次响起的时候各班教师告诉幼儿“地震来了，不慌
张，不要害怕”，并迅速组织幼儿找寻“救命三角地带”并
双手抱头蹲下。

第二次警报响起，各班教师组织幼儿安全有序的撤离教室，
经过1分多钟，全园300多名幼儿和教师疏散到安全地带，清
点人数向园长汇报。

演练结束后，园领导对本次演练活动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整
过演练过程中做到急而不乱，稳定有序，达到了预期的演练
效果。提升了师幼的防震应变能力。

防震策划案篇二

甲：敬爱的老师们!

乙：亲爱的同学们!



甲：今天是5月12日，合肥一中校园广播现在开始。

乙：本期节目主题：《防震减灾知识》、

乙：我国幅员辽阔，经常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影响我
国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震、洪水、台风、热带气旋、冰雹
等，今天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些防灾自救小知识。

甲：大地震时灾难预防和简易自救常识

自救是指被压埋人员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所处环境，创造条件
及时排除险情，保存生命，等待救援。

地震时如被埋压在废墟下，周围又是一片漆黑，只有极小的
空间，你一定不要惊慌，要沉着，树立生存的信心，相信会
有人来救你，要千方百计保护自己，要积极采取措施，为自
己生存而努力。

地震后，往往还有多次余震发生，处境可能继续恶化。为了
免遭新的伤害，要克服恐惧心理，坚定生存信念，稳定下来，
尽量改善自己所处环境,设法脱险。此时，如果防震包在身旁，
将会为你脱险起很大作用。如一时不能脱险，不要勉强行动，
应做到：

(1)有坚定的生存毅力，消除恐惧心理，相信能脱离险地。

(2)不能脱险时，应设法将手脚挣脱出来，消除压在身上的物
体，尽快捂住口鼻，防止烟尘窒息，等待求援。

(3)保持头脑清醒，不可大声呼救，用石块或铁具等敲击物体
来外界联系，保存体力，延长生命。

(4)想方设法支撑可能坠落的重物，若无力自救脱险时，应尽
量减少体力消耗，等待救援。



乙：遇到火灾时的应急自救措施

生命是最宝贵的.，假如遇到了火灾，应首先懂得如何逃生和
自救。在火灾中造成人员伤亡的往往不是灾害本身，而是由
于人们缺乏自救常识，错过了逃生机会。

第一、保持5秒钟的镇静

第二、防烟毒是火场逃生第一要素

第三、疏散到地面最安全

当火灾已经发生，你不要尝试着去扑灭，应该尽快选择一条
切实可行的逃生路线，如经常使用的门、窗、走廊、楼梯、
太平门、安全出口等。在打开门、窗之前，必须首先摸摸门、
窗是否发热，如果发热，就不能打开，应选择其它出口。如
果不热，也只能小心地打开少许并迅速通过，然后立即关好。

当你熟悉的通道被烟火封锁后应该先向远离烟火的方向疏散，
尽量避免向楼上疏散。同时，一旦到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
决不要停留在原地，应迅速采取措施，向着火层以下疏散。
当然，最好是能到达地面。

第四、选择最佳的自救方式

自救是在火灾现场使自身免于受害的疏散行为。在火灾发生
时，可以选择利用缓降器、自救绳，建筑本身的疏散设施，
以及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救。受难者应当根据当时所处的环
境和条件，选择最佳自救方式。

第五、等待消防队救援。

乙：今天的合肥一中校园广播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防震策划案篇三

“珍爱生命 关注地震”

----5.12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活动时间 6月15日

活动地点 外国语学院西二教221教室 活动内容

关于“珍爱生命 关注地震”黑板报 地震应急措施分享 地震
知识短片播放

1、 所需物品

宣传展板一个、心形卡片若干张、宣传短片

1、 活动结束后打扫和收拾活动现场

防震策划案篇四

活动目标：

通过活动使学生初步了解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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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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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答)同学
们了解还真不少，这次活动我们一起来了解地震是怎么产生
的，遇到地震应该如何预防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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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出示搜集到的有关地震知识。

学生1：地震是指岩石圈在内力作用下突然发生破裂，地球内
能以地震波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引起一定范围内地面震动
的现象。大部分地震的发生与地质结构有关。在地壳中有断
层，而且断层又具有一定活动性的地带，地震最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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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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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成为破坏性地震。

学生3：地震是一种危害和影响的地质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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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6级以上
地震。1976年7月28日发生在唐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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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性的一次地震灾害。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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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日本发生了9.0级的地震，震后
到目前为止，还发生了五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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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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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关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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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灾害发生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原发性的主灾诱发
其他灾害，例如，地震因毁坏生产和生活设施而成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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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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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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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发生的频度和成灾的强
度不断提高。这已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

学生5：加强地质灾害的科学研究，建立灾情监测预报系统。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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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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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过恢复地表植被，改善



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以减少泥石流或滑坡的发生频率
和强度。

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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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队会小结。

防震策划案篇五

“珍爱生命关注地震”

----5.12防震减灾知识宣传

晚会

活动背景

活动时间6月15日

活动地点外国语学院西二教221教室活动内容

关于“珍爱生命关注地震”黑板报地震应急措施分享地震知
识短片播放

每张桌子上摆放心型卡片，鼓励在场学生向青海玉树灾区人
民写祝福语活动准备工作

1、所需物品

宣传展板一个、心形卡片若干张、宣传短片

2、发动志愿者配合开展相关活动3、做好前期宣传工作4、事



先准备好新闻稿

活动后期工作

1、活动结束后打扫和收拾活动现场

附录：地震应急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