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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性数据资源丰富民众的信息获取渠道，但要求信息搜寻人员具备更加全面的数据素养能力，从

而能在内容不断丰富的MOOC平台上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本文通过构建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采用因子分

析法量化各项数据素养能力指标，对MOOC数据素养教育的开展方式进行深入探究，并从用户数据素养能力

作用测评角度和课程内容评估、个性化推荐两个方面，阐述数据素养评价系统对MOOC数据素养教育开展的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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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环境下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研究

习近平[1]总书记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随着人民的生

产、生活与数据结合得愈加紧密，在互联网时代的新阶

段加强对数据的利用和把握愈加成为一项必备能力。

Prado等[2]将数据素养定义为，作为信息素养的组成部

分，数据素养促使个体获取、解释、评估、管理、处理和

合理利用数据，该定义涵盖用户对数据信息的利用方式

和途径。作为开展数据素养教育成效检验的有效手段，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可以衡量数据素养能力水平，为

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指明现有数据素

养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并作为应对策略制定时的参考。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掀起了教育模式、教育体系的一场革命。《纽约

时报》将2012年命名为“MOOC元年”[3]，大量开放资源

平台（如Coursera、Udacity、EdX等）、高校（如麻省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科研机构、企业（如微

软、谷歌等）都加入这场教育领域的变革。国内教育部门

陆续启动“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等

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重大项目。一些门户网站如网易、新浪

等都开设了特色鲜明的课程（如网易公开课、新浪公开

课）。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

学在线”等高校MOOC平台不断将高校课程资源融入互

联网开放资源。大部分MOOC平台都收录了相关信息素

养的课程。调查显示，大部分MOOC平台均开设信息素

养课程，其中数据素养课程在被调查的14个平台开设的

37门信息素养课程中占比超过50%[4]。MOOC平台上的

数据素养课程与传统的F2F（Face to Face）教学方式相

比，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具有学习独立性和课程种

类丰富的优势，但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评价系统框架和评

价手段。数据素养研究领域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研

究成果较零散。本文结合孟祥保等[5]构建的数据素养研

究整合框架，参考国内外研究中衡量数据素养的相关指

标，对高校大学生数据素养调查结果进行量化分析，以

期为MOOC数据素养教育提供一套有效的评估标准。

1 MOOC环境下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传统的数据素养教育方式以课堂授课为主，不同

的专业数据素养教育深入程度不同。数据素养是高校

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由数学、计算机等相关专业的

教师负责。教学模式是教师在一定周期内以固定时间、

固定地点集中讲授，对知识点在短时间内进行集中授

课，为防止为压缩授课时间而较少加入富媒体内容。

MOOC环境下开展数据素养教育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

有两大优势：一是MOOC具有合作化特点，从课上互动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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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到课后讨论，都可加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显

著提升学习效率；二是MOOC不受时间、地点、媒介、

教材和专职教师等的约束，可以吸引大规模的学生。

传统教育模式对教材有很强的依赖性，知识是有

结构和层级的，但对衔接性不强的小知识点，没有必

要开设一门课程进行系统性学习，MOOC可编辑碎片

化、模块化的电子教材，学生可灵活地选取学习内容。

MOOC不是由一名专职教师完成全部授课工作，而是

由多名学科教师进行交叉授课。以数据素养课程为例，

其应用涉及数学、计算机等领域，将不同学校甚至不

同国家的教师集中到一起共同完成一门课程的授课工

作，使用户学到数据素养领域知识内容的精髓，实时了

解学科前沿动态。此外，MOOC通过与多种富媒体的有

机结合，突破传统以板书或PPT为主的形式，使其平台

课程可以和Word、PPT、PDF、Video、Photo等多种形

式结合，便于对课程生动形象的讲解，提升教学质量。

但MOOC平台普遍存在对课程掌控不足，对课程

内容评价方式不明等问题[6]。通过评价系统的构建可以

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首先，MOOC因缺乏类似传统课

堂的教师监督，授课教师难以对授课情况有较深切的

感受。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施远程操控摄像

并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解决该问题；再者通过评价

体系的构建，以结果为导向，在用户进行相关课程的学

习后进行在线考核，以验证用户是否达到课程的教学

目标。其次，MOOC的发展离不开课程证书体系的构

建，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对课程内容进行评估，判定课

程难易程度，量化证书背后所代表的知识价值。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的构建不仅能提升数据素

养课程的教学质量，还有助于实现个性化课程定制。通

过对课程的评价，可以帮助用户在较短时间内获取适合

自身学习能力与学习需求的数据素养课程。在数据素

养能力评价系统与MOOC数据素养课程相互作用流程

中，用户在MOOC平台注册并根据自身学习需求选择

课程，通过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对用户的数据素养

能力进行测评，判断是否达到相应的数据素养能力标

准：若未达到则需要进行该能力的课程学习，学习后要

再进行测评，符合标准后才能授予其课程证书；若学习

后仍未达到标准，则需进一步学习（见图1）。

数据发现获取

数据质量控制

转换与互操作

数据处理分析

数据评论

数据解读

图 1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与MOOC数据素养课程相互作用流程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用于用户能力评价和课程

评价。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对用户数据素养水平进

行考量，通过采取多种评价方式结合多项评价指标对

用户数据素养能力进行客观评价，并根据用户数据素

养需求具体量化标准比对用户数据素养评价结果，指

出用户数据素养能力的短板。在用户完成指定课程学习

后，数据素养评价系统将对用户数据素养能力进行再

次测评，判断用户是否达到要求的数据素养能力标准。

数据素养评价系统对数据素养的课程设置起重要作

用。数据素养评价系统要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对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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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涉及的数据素养能力指标进行评判，根据课程内

容的难易程度，合理设置课程间的递进和衔接程度，做

好课程学习前的准备。根据用户测评结果和用户需求，

判断其是否需要学习相关准备课程，为用户定制个性化

课程，使用户在完成MOOC平台上对应的数据素养课

程的学习后，提升相应技能，达到教育目标。

2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指标体系的构成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指标由不同维度的数据素

养知识和技能构成，本文根据胡卉等[7]对英美多所高校

的数据素养评价模型指标和隆茜[8]和郝媛玲等[9]对国

内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数据素养评价模型指标，提取到

21种数据指标。具体见表1。

式甚至数据的意义等；数据收集能力是数据素养能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数据搜寻与获取到对数据格式

与结构的转化，是数据素养能力链条的开端，其对数据

分析结果有很强的束缚作用，数据收集能力会限制数

据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数据分析能力指对数据的处理、

分析，及对数据内容解释说明的能力；数据利用能力指

用户可以对数据进行文本交流、共享及可视化等一系列

操作；数据的批判性思维指在对数据进行利用时的辩

证思维能力[10]。不同年龄阶段、学术阶段，以及不同的

专业学科都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数据素养能力标准，将

个人因素加入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十分必要。个

人因素包含其所在院校所属的层次、城市级别、年级、

专业和科研情况。

3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指标权重的确定

数据素养能力指标的权重采取LIKET五分法的问

卷调查加以确定，问卷信度分析结果KOM值为0.787，
表明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a=0.000），数据结果可以

进行因子分析。在该数据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经过

因子旋转后提取到5个公共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0.902 87，表明该组数据有很强的代表性。将每组公共

因子的因子载荷进行处理，获得26个指标的标准权重

Wj（j=1，2，3，…，25，26），结果如表1所示。

设Sj（j=1，2，3，…，25，26）为LIKET五分法下指

标得分，T为数据素养能力得分（T∈[1，5]），分值越靠

近5，表明数据素养能力越强，计算方法如公式（1）。

表 1 数据素养能力指标因子分析标准权重

数据敏感性

数据收集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

数据利用能力

数据批判性思维

个人因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序号

数据意识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元数据

数据收集创建

数据发现获取

数据质量控制

转换与互操作

数据处理分析

数据评估

数据解读

数据交流

数据可视化

数据安全

数据共享

数据保存

数据长期保存

数据伦理道德

数据引用

数据管理组织

数据利用复用

学校

城市

专业学科

年级

参与科研情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标准权重

0.027 6

0.029 0

0.028 5

0.028 3

0.052 7

0.050 4

0.050 5

0.050 1

0.045 1

0.046 3

0.052 1

0.048 3

0.051 7

0.042 2

0.041 8

0.044 0

0.042 0

0.045 2

0.043 3

0.023 5

0.025 0

0.022 8

0.025 1

0.027 3

0.029 2

0.028 0

T ＝∑    Wj×Sj
26
j＝1 （1）

用户对数据的敏感性指用户面对数据时，在短时

间内产生的相应反应，包括掌握数据的来源、类型、格

根据因子分析得出的绝对权重结果，构建系统动力

学流图，从中可见指标间影响作用关系和影响历程（见

图2）。其中，针对数据素养能力构建的5个子系统间影

响关系是间接的；个人因素与5个子系统间都有直接联

系，可见个人因素在数据素养能力的体系中有极大的影

响力。因而，为保证评价的客观性，评价系统要将个人因

素纳入考虑。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个人差异性，实现课程

个性化定制，对用户数据素养能力提升有很大作用。

4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与MOOC数据
素养课程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推荐是一种根据用户的特征信息和需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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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据素养能力评价系统与MOOC个性化推荐流程

MOOC

MOOC

图 2 数据素养能力指标系统动力学流图

态，为其推荐信息、资料或服务的方法[11]。个性化推荐

可以分为记录用户行为模块、用户喜好分析模块和推

荐算法模块，用户通过个性化推荐可一定程度地提升

检索效率[12]。随着MOOC平台用户的增加，越来越多的

信息输出者在各MOOC平台发布课程，在没有评价系统

和个性化推荐的情况下，用户很难从众多课程中挑选

所需课程。截至2017年12月22日，MOOC平台EdX涉及

数据科学和统计的课程有181种；平台对课程水平进行

划分，其中入门课程30种、进阶课程85种和高级课程66
种，课程间缺乏过渡和衔接，少数系统化学习内容的课

程在内部需要衔接相关课程的初步学习；涉及的语言有

英语、西班牙语、中文、法语和日语。

用户首次在MOOC平台注册时，平台便记录用户个

人信息，并开始跟踪其浏览行为。在进行数据素养课程

学习时，引导用户进行数据素养能力测评，将测评结果

录入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库，根据个性化推荐算法（基于

MOOC课程内容的推荐算法、基于网络结构的推荐算法

和混合推荐算法等[12]），完成用户个性化课程的推荐；

用户进行学习则匹配完成，用户在课程学习结束后要再

次进行测评，更新数据库的测评结果，若达到数据素养

能力标准则结束教育课程，否则须继续进行学习，评价

系统会反馈出能力指标供用户参考（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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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MOOC的课程教育方式打破传统教育格局，提供

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庞大的数据资源，要求

高校开展数据素养课程的学习和民众进行数据素养的

普及工作。从民众的角度看，可以提高其在生活中辨别

数据真伪的基本能力；从高校的角度看，对培养数据时

代大众的数据分析能力有积极的影响。数据素养能力

评价系统在MOOC数据素养教育中的辅助性作用，丰

富MOOC数据素养课程的反馈系统和课程个性化推荐

系统，使MOOC平台与用户间形成交互反馈。数据素

养能力评价系统的影响与MOOC数据素养课程的作用

机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高校数据素养教育的开展还

要从师资、MOOC课程资源等多方面进行把握，部分

高校缺乏数据素养教育的师资力量或相关资源[13]，使

高校无法正常开展MOOC数据素养教育，具体需结合

MOOC课程高校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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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data resources enrich people’s access to information. It also requires information search personnel to have more comprehensive data literacy 
capabilities to obtain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the expanding MOOC platform.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ata literacy ability, this paper uses 
factor analysis to quantify the index of each data literacy ability and makes a deep exploration into the combina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MOOC platform. 
From the data literacy ability in user evaluation and course content evaluation,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of two perspectives, indicating that the data literac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arrying out MOOC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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