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艳红，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音乐专业硕士点负责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美学学会会员，河北教育学会会员，保定市少年儿童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保定市声乐协会常务理事。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省级、厅级、校级科研及教改课题的研究。撰写大量的专业论文，并发表于国家核心期刊和省级期刊上，其中《为音乐而音乐--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获河北省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浅谈释义学及其对音乐美学的影响》获保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论文二等奖；《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改革与创新的一点...
	学位点导师队伍积极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秉持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师德师风，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用自身严谨认真的科研教学态度、深厚精湛的专业技能知识和对学生的关爱，为一届届研究生营造了良好的科研艺术氛围和精神风貌。
	（三）科学研究
	导师团队继晷焚膏、精益求精，在科研与教学上从未停止探索和前进的脚步，为学位点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支撑，近年来获得了较丰硕的成果。
	此外，2022年1月，音乐专硕2020级王禄宪同学作为北京2022冬（残）奥会志愿者，服务于张家口赛区冬奥村场馆通信中心，担任场馆通信中心助理组长，并于2022年5月，获“河北省2021-2022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河北省冀青之星”称号，充分体现了本专业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学校和学院赢得了认同与赞誉。
	（三）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首先，学院拟将目前还未加入导师队伍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多名教师吸纳到师资队伍中来；其次，学院尚有多名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的优秀青年表演专业讲师待职称晋升，他们将成为导师队伍有力的后备力量；另外，加之综合性院系的优势、音乐学硕点及艺术学理论导师们的参与教学，使学生们学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有效保证；此外还要根据专业方向建设的需求招聘具有高级职称的器乐教师加入导师队伍。总之，学院认为音乐专硕表演方向师资队伍的壮大确有诸多增长点。
	（四）目前，学院已责成琴房管理人员制定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专业硕士琴房使用制度》，依据制度为研究生安排了相应的专用琴房；并准备申请购置一批研究生教学与实践所需的专用乐器和教学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我院音乐专硕点的硬件办学实力，不断改善教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