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灾害期间志愿者活动的基本知识  
 

4 月 14 日在熊本发生的熊本地震，给灾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这样的灾害中，民众对志愿者发挥力量

有着很大的期待。从 22 日起，开始有自治体组织灾害志愿者中心的活动。另外，为了确切地给受灾群众传达

志愿者的善意，志愿者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灾害志愿者精神与守则。在这篇文章中，向志愿参与救援志愿者活

动的志愿者们介绍志愿者活动的基本知识。 

 

什么是灾害志愿者？ 
在灾害发生时，1 提供免费的体力与时间等；2 以确保受灾群众生活与自立为目的；3 负责政府等较难触

及的领域；4 以个人或团体为单位，具有自发性，自律并且创造性地展开志愿活动。 

 

关于灾害志愿者的几个重要事项 
◆灾害志愿者应有的“心态，技能，团队”	 

灾害支援是一项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救助生命的重大工作	 

“心态”	 对社会贡献的心态或是对受灾者进行救助的关切愿望(信赖关系以及互相帮助)	 

“技能”	 获得在支援活动时必须的技能与规范(基础知识与自律规范)	 

“团队”	 不能缺少组织性与合作精神(协同合作与团队精神)	 

◆活动的 8个原则	 

1．量力而为（体能管理）	 

2.对自己的活动负责	 

3.在活动中遵守礼仪及规范——不给灾区带来麻烦	 

4.一直抱有向他人学习的心态	 

5.珍惜与他人相识的机会	 

6.帮助受灾群众——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	 

7.开发鼓动受灾群众的力量	 

8.团结协作——志愿者与受灾群众齐心协力	 

◆对灾害志愿者的 4个要求与规范	 

—为了让志愿活动成为有意义的社会贡献—	 

自我规范:自己确保自己的饮食，移动及住宿；处理自己的垃圾	 

自我管理:管理自己的安全及卫生问题，尽量不要受伤及生病	 

自我组织:为了可以做到团体活动，抱有自主协调团队意识	 

自我实现:在活动中，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与成长，珍惜作为志愿者的成就感	 

	 

到达灾区前应该做哪些准备？	 

1． 收集当地的情报	 



	 	 确认灾区和支援情况(支援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	 

① 确认灾区和受灾难者的需要——从新闻等途径获得“在哪有谁需要什么”的信息。	 

② 调查当地的地理情况以及天气气候——所谓“入乡随俗”，了解气候与安全健康管理息息相关	 

③ 确认志愿者的活动环境——了解包括停车场在内的交通手段，水以及饮用水等的疏通状况，住宿设施以

及志愿者中心的开设情况	 

2． 到访志愿者注册窗口	 

灾害志愿者活动以团队活动为原则。（有效率的活动；卫生安全的保障；团队精神）	 

为了加入团队，有到访志愿者注册窗口的必要。	 

接受志愿者组织:	 由社会福祉协会以及非营利活动法人组织的在当地或周边志愿者中心、支援活动基地。（首

先在网上注册）	 

送出志愿者组织:自治体、社会福祉协会、非营利活动法人等开设了志愿者中心。也有志愿者公交，志愿者包

裹等活动。	 

3.各自确保自己的交通手段以及住宿地点	 

4.各自准备好要随身带去的行李	 ＊参照劳动装备说明手册 

《参考装备》服装:容易活动的服装、厚底的鞋子、手套、口罩等 

          随身携带用品:雨衣、伞、电池、垃圾袋等 

          饮食方面:饮用水、应急食品（糖、巧克力等） 

          生活用品:毛巾、洗脸用具、救急用品、漱口消毒液等 

          其他:健康保险证、手机、地图、便签等 

5.加入志愿者保险。（具体咨询要加入的志愿者团队） 

6.参加事前培训以及说明会	 

○到达灾区首先应做的事	 

与当地对接:在当地的灾害志愿者中心以及接纳志愿者办事处，接受工作的分配和委托（确认自己是否能完成

这些任务）	 

现场调查:从当地的前辈志愿者那获取包括交接碰头等注意事项	 

在工作之前，了解周边的情况，把握危险场所的情况。	 

○在活动中和活动后应当做的事 

做好卫生安全管理——掌握好休息时间。时间结束以后，不再进行工作。遵守 2 个礼拜的规则。 

倾听灾区民众——建立信赖关系，了解灾区群众的需要，互相学习 

活动后与合作伙伴共同回顾:回顾一天的工作，总是总结活动的意义和应改善的地方 

完成报告:除了向志愿者中心报告以外，面向帮助过我们的人以及接下来一起参加志愿活动的志愿者，也为了

自己，组织报告会。 

 

接触灾区民众的方法 

避难所是怎样的地方 

●避难所的作用 



·回避危险，保障一时生活的地方 

·确认家人是否安全 

·提供生活情报的场所 

·分配饮食、水等救援物资的场所 

 

●与平常生活不同的地方 

① 每个人的空间都非常狭窄，无论在什么时间都允许进出，很难确保休息和私人空间 

② 因为饮食与居住都在同一个空间，难以保证生活上的张弛 

③ 由于断水和大量垃圾引起的恶臭，有发生害虫的可能性 

④ 食品和水以及被子等并没有完全发送到每个人手里 

⑤ 或许没有洗浴间和换衣间，可能厕所的使用并不方便，很难保证卫生清洁 

 

在避难所健康生活的要点 

·勤洗手 

·漱口 

·运动 

·换气 

·多喝水 

·笑 

 

 

 

  



在避难所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心理变化  *做一个充分了解受灾民众心理情况的志愿者吧!	 

 身体 想法 感情 行动 主要特征 

灾难发生后的

几天（急性期） 

心跳加速 

呼吸变快 

血压上升 

发汗，发抖 

头晕，失神 

难以合理思考 

思考方式变窄 

集中力下降 

记忆力下降 

判断力下降 

发呆精神恍惚 

恐惧 

不安 

悲伤 

愤怒 

焦躁 

冷静不下来 

僵硬 

指责他人 

沟通能力下降 

反抗 

想要逃跑 

1-6 周 

（反应期） 

头痛 

腰痛 

疲劳堆积 

做噩梦，难以入

睡 

了解自己的处

境 

悲伤与坚信 

有时感到恐惧 

抑郁 

丧失感强烈 

罪恶感 

气氛高昂 

害怕回到受灾

地区 

增加酒精的摄

取 

压抑住的感情

开始表现出来 

1 个月到半年 

（修复期） 

和反应期症状

相同，但程度减

轻 

渐渐的能够自

主地考虑事情 

悲伤 

寂寞 

不安 

尽量不接近灾

难发生的地点 

回复对日常生

活以及将来的

思考能力，但回

想起灾难，会感

到痛苦 

恢复期 即使回想起灾难，也不会感到压力，接受灾难的经验，能够面对生活其他的压力。但恢复

期长短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