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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6日－7月30日，由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ECME）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承办的第14届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韩国、巴

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印度、荷兰、中国等15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韩震副校长、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杨瑞敏、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的五位委

员、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教授、北京市音乐教育协会顾问姚思源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霍力岩所长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并致辞。其中，庞丽娟教授在开幕式上以

“加快普及学前教育，为促进教育公平和科学发展奠基——关于中国中长期学前教育发展的思考”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向与会代

表们介绍了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  

在为期五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们通过论文宣读、实践论文介绍、工作坊、专题讨论会、海报、儿歌分享等形式，围绕着“构

筑桥梁，培育儿童的音乐生活”这一主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所涉及的各个主要议题包括：在家庭与学校之间搭建桥梁，

为儿童提供音乐性的环境；在正式与非正式音乐学习之间搭建桥梁，丰富儿童的音乐体验；连接音乐与学业（尤其是语言和读

写），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儿童与教师的音乐技能和音乐体验之间建立联系，培育儿童的音乐生活；联系儿童及其照料者，创

设儿童音乐能力发展所需的反馈环境。在这些议题下，各类论文作者将结合其研究或实践，探讨关于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性

童年的相关思考。其中，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ECME）所组织的国际性研究团队将通过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展示他们对世界各

地7岁儿童的家庭音乐体验的相关研究，分析家庭环境资料、儿童音乐体验形式、流行文化等因素对音乐性童年的影响，并组织与

会代表对此进行自由讨论。  

作为第29届国际音乐教育大会的分属会议，本次研讨会成功地汇聚了世界各地早期儿童音乐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为各

国代表提供了自由交流与讨论的机会，而借助这个宝贵的契机，教育者们也能够具体探讨如何在不同的模式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建

立联系、培育儿童的音乐生活，并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研讨会的国际性学术讨论氛围也将对我国的早期儿童音乐教育者产生积极

的影响，从而促进我国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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