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大全13篇)
军训心得是对军训生活中的成长、困惑和收获进行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文字表达，它可以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和反思。范
文中的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时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灵
活地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一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为防止楼道拥挤踩踏进行演练。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学校成立了演练领导小组，并召开会议
部署演练工作。要求全体教师首先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
强防踩踏安全意识，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
事件的能力。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障
措施一定要到位，各年级各班要层层落实，确保演练活动顺
利进行。

演练方案安全可行，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对演练方
案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使演练方案切实可行。在方案中
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各位教师的职责都作了具体的
说明。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防止两个极端。杜绝满不在乎。
听到信号后，全校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
安全疏散，不得拥挤、推搡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
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
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在安全演练的前一节课，各班班主任用班会课与学生认真学
习在校学生预防和避免踩踏事故。要做到以下10点：

(1)注重安全行为的培养，上下楼梯轻声慢步并靠右行走的习
惯，禁止追逐打闹。举止文明，人多的时候不拥挤、不起哄、
不制造紧张或恐慌气氛。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形时，与学



生的监护人沟通。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定期组织的应对拥挤踩
踏事故的训练提高防范能力。

(2)尽量避免到拥挤的人群中，不得已时尽量走在人

(3)发觉拥挤的人群向自己行走的方向来时应立即避到一旁，
不要慌乱不要奔跑避免摔倒。

(4)顺着人流走切不可逆着人流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人流推倒。

(5)假如陷入拥挤的人流时，一定要先站稳，身体不要倾斜失
去重心，即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弯腰捡鞋子或系鞋带。有
可能的话，可先尽快抓住坚固可靠的东西慢慢走动或停住，
待人群过去后再迅速离开现场。

(6)若自己不幸被人群拥倒后，要设法靠近墙角，身体蜷成球
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7)在人群中走动遇到台阶或楼梯时，尽量抓住扶手防止摔倒。

(8)在拥挤的人群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当发现有人情绪不对或
人群开始骚动时，就要做好准备保护自己和他人。

(9)在人群骚动时，脚下要注意些千万不能被绊倒，避免自己
成为拥挤踩踏事件的诱发因素。

(10)当发现自己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马上要停下脚步，告
知后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我校防拥挤踩踏逃生演练活动开始。总指挥宣布演练开始警
报声响起，在场教师指导学生从教室往学校操场集中，各班
都能较顺利的完成演练任务并马上清点人数。这次活动全校
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用时2分18秒，演练按预案进
行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是对学校



《校园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一次检验，不仅再次落实
了学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了我校实际应
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师生防拥挤踩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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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演练活动基
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二

12月2日，我校举行了防踩踏应急疏散演练，普及防踩踏常识，
提高了师生紧急疏散的技巧与能力。

演练前，学校提前下发通知和演练方案，要求全体教师要提
高认识、明确责任，并通过微信群通知给学生家长，演练时
全体师生按照各自的分工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做好各自的安
全导护工作。

演练中，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学生们在各楼层引导
员老师的安排下，按指定路线快速、有序地从各楼层疏散。
特别是在楼道相对窄小的楼梯转弯处，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
安静有秩序地迅速通过，紧张而不慌乱，人多而不拥挤。负
责疏导楼梯口的老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名学
生通过，才迅速撤离。

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又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互相推挤
或踩踏事故。到学生到达指定的“安全地带”时，各班马上
清点人数，清点完毕，政教处结合地震历史事实，对学生安
全撤离的要领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

通过演练不仅增强了师生的安全意识，还提高广大师生撤离
过程中防摔、防踩踏、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今后，学校将继续开展每月一次安全教育活动和安全演练活
动，进一步提高师生的自救能力。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三

“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而且是短暂的。”生命是唯
一的，是宝贵的，世界因有了生命而变得更加精彩。

20xx年12月7日晚，湖南一所民办中学发生了一起踩踏悲剧。
当天晚上下晚自习时，一名女生下楼梯时滑倒，后面潮水般
涌来的人群，一层叠一层的压了上去，导致8名学生不幸死亡，
26名学生受伤，8朵生命之花瞬间凋零，类似的校园踩踏悲剧
频繁发生，而且迄今为止，尚看不出悲剧被遏制的趋势。

没一起事故都有其“偶然”性，可当一场场事故几乎以相同
情节一再上演时，这背后是否存在必然的因素。湘乡育才学
校踩踏悲剧事故中，虽有四个楼梯口通向一层。因为当天晚
上下雨，52个班的学生因避雨，几乎都选择位于教学楼与同
学们的宿舍最近的一个楼梯口，导致大量人流度聚集。一场
雨就导致同学们下楼秩序大乱，教学楼的规划设计是不是需
要反思？不仅是湘乡育才中学，我们所有的中小学教舍的设
计，教师、校长及学校领导是否都把恶劣天气等偶然因素考
虑进去，对我们学生安全做了无微不至的防护，这显然是学
校的领导和市领导特别需要关注的事。

针对预防学生们拥挤，特别是我们中小学生，要格外的注意。
防止踩踏悲剧的再次发生，管理就需从学生们的实际出发。
在跑操，集合等上下楼梯活动中，不能强调快速、整齐，适
当错开时间。分年级、分班级逐次下楼，要将安全工作的各
项职责层层进行分解，落实到每一个班主任、任课教师都要
担负起对我们中小学生的安全管理尽到应尽的责任。每一个
校领导也都要对师生负起安全责任。保证我们在校时的安全。

在多起校园踩踏悲剧事故中，学生下楼时突然跌倒往往成为
事故的导火索。可是同学们下楼时为什么容易磕到呢？难道
仅仅是因为不小心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客观因素。是不是因
为楼梯台阶不防滑，台阶宽度过窄，高度过陡，楼梯间的灯



光不够明亮，显然，仅仅这一个个细节，还得请组织专家去
做专门的调查和论证。除了楼梯扶手、照明设备、安全出口
等硬件因素之外，学校的管理制度也是需要检讨的。

我们学生的安全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
重视，为全社会所关注。这些年来，国家对我们中小学生的
安全格外重视。但是，为什么还有类似的校园踩踏悲剧事故
发生，这对我们中小学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景何其惨烈，
老师们，要在教学楼楼梯间设置指示，警示标志；告诫学生
上下楼梯相互礼让，靠右行走，遵守秩序，注意安全。

校园内是我们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也是人员相对集中的
地方，如何避免此事件发生是人人都应关注的问题，安全工
作应做在事故之前，而不是亡羊补牢。频频发生的`踩踏悲剧
事件，也是的解决校园安全问题迫在眉睫。特别我国教育事
业的快速发展，在校人数不断增多，学校的管理工作和安全
保证工作面临着新的难题。

一次次的悲剧为我们敲响警钟，保障学校安全，保障我们学
生的生命安全，是家长们和老师们共同的责任。学校安全事
关人命，安全重于泰山。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避免意外和危险发生。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四

学校是人群相对密集，是事故易发地点，为了培养学生逃生
自救技能，确保学生生命安全，我校制订了“防火防踩踏应
急方案”和“防踩踏事件应急疏散演练方案”，并在20xx年x
月x日进行了实际演练。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召开了防震演练班主任及
有关人员专题会议，部署演练工作。会上，学校领导要求全
体成员首先从思想上要引起重视，增强防火安全意识，在学
生中进行安全意识教育，抓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



突发事件的能力。学校领导还着重强调，对于这样的大规模
的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各年级要
层层落实，以确保这次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内容、对象都作了具体的说
明。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听到校长的宣布后，全校师生必
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能再
收拾物品；不得拥挤、推搡，不得重返教室，更不得喧哗、
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帮助一起逃离危险
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
自的任务。

在演练期间，校园警报长鸣，防火逃生演习活动开始。当信
号发出后，听到“紧急疏散”信号后，在老师的指挥下，学
生双手抱头，快速有序地向操场疏散，由班主任紧急集中清
点人数向校长汇报，校长对演习活动进行简要总结。校长宣
布防火演练活动结束，请各班有秩序地回到教室，要求班主
任就本班参加这次演练活动立即进行分析、小结。

各校的演练过程井然有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本次活动全
校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校园操场，演练按预案进行，
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激烈，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是
对学校《防火、防踩踏事件安全演练方案》的一次检验，不
仅再次落实了学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了
我校实际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师生防
火意识，真正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
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火灾事件的能力，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
预期目标。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五

学校是我们每天生活、学习的地方，每天大约三分之二的时
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校园的安全隐患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
命安全，所以校园安全至关重要。每年三月份是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月。近年来，各种校园意外事故频繁发生。20xx
年9月26日17时许，昆明市盘龙区副区长陆佳介绍：当天学校
预备铃打响后，学生从午休楼下楼时发生踩踏悲剧，造成学
生6人死亡、26人受伤，主要是一二年级学生。所有受伤学生
都已送到医院，伤情平稳，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之中。同学们，这些可怕的踩踏悲剧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警
醒，那么在学校里，怎样防止踩踏悲剧的发生？当我们面对
踩踏悲剧时，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自身安全？通过这些事情
我有了以下的一点心得总结：

1、在楼梯通道内，上下楼梯都应该举止保持文明，人多的时
候不拥挤、不起哄、不打闹、不故意怪叫制造紧张或恐慌气
氛。

2、下楼的学生应该尽量避免到拥挤的人群中，不得已时，尽
量走在人流的边缘。

3、发觉拥挤的人群向自己行走的方向来时，应立即避到一旁，
不要慌乱，不要奔跑，避免摔倒。

4、顺着人流走，切不可逆着人流前进，否则，很容易被人流
推倒。

5、当自己或前面有人突然摔倒了，要马上大声呼救，告知后
面的人不要向前靠近。

6、若自己不幸被人群拥倒后，要设法靠近墙角，身体蜷成球
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7、假如陷入拥挤的人流时，一定要先站稳，身体不要倾斜失
去重心，要用一只手紧握另一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
要微微向前弯腰，形成一定的空间，保证呼吸顺畅，以免拥
挤时造成窒息晕倒。即使鞋子被踩掉，也不要弯腰捡鞋子或
系鞋带，有可能的话，可先尽快抓住坚固可靠的东西慢慢走



动或停住，待人群过去后再迅速离开现场。

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要拥有这一切的前提
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加强安全意识，努力增强自我
防范能力，作到警钟长鸣，关爱生命健康成长。学生是国家
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学们一
定要注意安全，要有安全意识。同学们，让我们时刻记
住“珍爱生命，安全第一”吧！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六

当我们对人生或者事物有了新的思考时，马上将其记录下来，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工作生活状态。
那么要如何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防拥挤踩踏疏散演
练心得体会（通用10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七

xxx中学组织开展防震、防踩踏安全演练活动为增强师生安全
意识，提高师生应急逃生自救能力，11月15日上午，xxx中学
全体师生进行了防震、防踩踏安全演练。

演练前，学校领导周密部署，制定了防震、防踩踏演练方案，
班主任对学生进行了防震、防踩踏安全知识宣讲。

上午十点，随着警报响起，同学们立即蹲到桌下就地避震，
各楼层护导老师立即到达指定岗位；当警报再次响起时，同
学们拿书包遮住头部迅速按指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
集结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带。随即，各班主任清点人数，并
向演练总指挥汇报情况。

演练结束后，政教处xx主任对本次演练活动进行了总结，指
出了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应对突发事件，要沉着冷
静，安全逃生。



这次演练的.顺利完成，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师生
们的自救自护技能，为“平安校园”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八

为提高学生的自救互救能力，防止楼梯拥挤踩踏事故发生。
我校进行了防踩踏事故演练，体会如下：

为了确保演练活动落到实处，学校成立了演练领导小组，并
召开会议，部署演练工作。要求全体教师首先从思想上要引
起重视，增强防踩踏安全意识，在学生中进行安全教育，抓
住这次演练机会，提高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学校领导
还着重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障措施一定要到位，各年
级各班要层层落实，确保演练活动顺利进行。

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全可行，对演练方案进行调整、充实和
完善，使演练方案切实可行。在方案中就演练的时间、地点、
内容都作了具体的说明。要求班主任教育学生防止两个极端：
一是避免过分紧张，二是杜绝满不在乎。听到信号后，全校
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即快速、安全疏散；不得
拥挤、推搡、起哄、开玩笑；如发现有人摔倒，应将其扶起，
帮助一起逃离危险地。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
定的位置，完成各自的任务。

事故防踩踏演习活动开始，在场教师指导学生有秩序地迅速
撤离。到达目的地，各班主任马上清点人数。这次活动全校
师生参加，学生从教室撤离到操场用时3分，演练按预案进行，
整个演练过程既紧张，又有条不紊。这次演练活动是对学校
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一次检验，不仅再次落实了学校应
付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而且也提高了我校实际应对和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了师生防踩踏的安全意识，
真正掌握了在危险中迅速逃生的`基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
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整个演练活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九

这个演练过程安全有序，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达操场，学校
负责安全工作的陈家洪副校长就此次演练活动进行总结，再
次提醒全体学生要明确避险要求，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千万
不要盲目奔跑，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同时要
马上报告老师，听从学校安排，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

这次活动，增强了南区小学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踩踏意
识，提高了师生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掌握了险
情发生后的逃生自救能力。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十

鉴于当前的形式，为了增强师生校园安全意识，提高师生应
急疏散逃险能力，培养师生应急逃生自救技能，确保师生生
命安全，从而做好防踩踏应急安全保卫工作，构建和谐的安
全校园。按照学校的计划和安排，10月26日上午，我校进行
了防踩踏应急演练活动。

现场模拟事发场景，10月26日上午十点，学生们正在班里上
课，老师们在教室里、办公室等地活动。这时，因突发事件，
班主任报告安全办主任，并迅速报告学校，校长通知xx老师
拉响警报铃声，广播学生进行应急性紧急疏散。学校迅速启
动防踩踏应急处置预案，指挥工作小组人员在最快的时间内
到位，按照分工与职责处理突发事件，把师生受伤害程度控
制在最低限度。

这个演练过程安全有序，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达操场，学校
负责安全工作的陈家洪副校长就此次演练活动进行总结，再
次提醒全体学生要明确避险要求，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千万
不要盲目奔跑，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同时要
马上报告老师，听从学校安排，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



这次活动，增强了南区小学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踩踏意
识，提高了师生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反应能力，掌握了险
情发生后的逃生自救能力。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十一

我校震后复课以后，1月4日，学校根据教育局的工作部署及
我校实际情况，制订了我校“学校防踩踏应急疏散演练方
案”，进行了应急疏散演练，全体师生通过实践演练，增强
了应急疏散的经验和能力。现将活动过程总结如下：

根据上级要求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我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
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领导小组，根据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学
校拟定了《学校应急疏散演练方案》。为了使得演练方案安
全可行，安全办对这次演练的具体操作程序、疏散要求与注
意事项一一做了讲解。为了确保演练活动按方案顺利进行，
演练活动主要策划安全办主任在演练的前一天在班主任会上
进一步明确了疏散集合地点、疏散顺序和注意事项，做到各
个楼梯口都有疏导老师把守，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要求听
到紧急疏散信号后，全校师生必须服从指挥，听从命令，立
即快速、安全进行疏散，不能留一人；不得拥挤、拥堵，更
不得喧哗、开玩笑；出楼门迅速跑步到校操场规定的位置集
合。要求各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责，到达规定的位置，完成各
自的任务。

撤离到操场（安全区域）只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安全撤离
后，各班清点人数，报告总指挥。十分钟过去，学校主管德
育办主任进行了总结讲话并宣布演练活动圆满结束。在全体
师生及参与活动的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在校领导的指挥下，
出色的完成了疏散演练，达到了提高自救能力的要求。

这次演练活动是对我校《校园防震防踩踏突预案》的一次检
验，不仅再次落实了我校应付防震防踩踏事件的防范措施，
而且也提高了我校实际应对和处置防震防踩踏安全事件的能



力，更进一步增强师生防震防踩踏安全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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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十二

学校是人群相对密集、事故易发地点，为了培养学生自护自
救技能，我校9月22日下午大课间举行了全校师生参与的大型
防踩踏安全演练活动。

第一节课下课，校园里传来了急促的警报哨声，我们立即开
始演练，顿时大家井然有序地走出教室门，上下楼梯靠右撤
离，整个过程紧张、严肃有序。用时不到4分钟。

许校长对本次活动做了总结，经过这次活动，我们不仅学到
了紧急疏散知识，更加懂得了面对有突发事件时，一定要保
持冷静的.头脑有序的撤离防止发生踩踏。

防踩踏演练的心得体会篇十三

xxx中学组织开展防震、防踩踏安全演练活动为增强师生安全
意识，提高师生应急逃生自救能力，11月15日上午，xxx中学
全体师生进行了防震、防踩踏安全演练。

演练前，学校领导周密部署，制定了防震、防踩踏演练方案，
班主任对学生进行了防震、防踩踏安全知识宣讲。

上午十点，随着警报响起，同学们立即蹲到桌下就地避震，
各楼层护导老师立即到达指定岗位；当警报再次响起时，同
学们拿书包遮住头部迅速按指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地撤离，
集结到学校操场的安全地带。随即，各班主任清点人数，并
向演练总指挥汇报情况。

演练结束后，政教处xx主任对本次演练活动进行了总结，指



出了演练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强调应对突发事件，要沉着冷
静，安全逃生。

这次演练的顺利完成，强化了师生的.安全意识，增强了师生
们的自救自护技能，为“平安校园”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