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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晰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具体开展情况并为今后改进工作提供借鉴参考，以38所“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对其图书馆2019年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图书

馆数据素养教育工作的主导性、计划性较好，但不同高校间供给差距较大，且教育常态化、对象明确性、服务功

能性仍待加强；数据素养教育内容侧重于数据获取、分析与交流能力的培养，以及资源推介、科研助力与软件工具

等模块的教育；目前尚存在重技能而轻意识、与一流学科建设不契合及教育内容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最后针

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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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全面来临和数据密集型第四科研

范式迅速兴起，科学数据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战略资源[1]，而对数据的获取、分

析和利用等能力已成为人们在这个时代的必备素养。数

据素养教育是在当前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传

承与适应性发展，而高校担负着将学生培养为数字公

民的责任[2]，其图书馆作为高校数据资源的枢纽与信息

素养教育的传统阵地，理应识别用户的数据需求并在

其后的数据获取及学习过程中提供支持[3]，成为高校数

据素养教育的主阵地。目前数据素养教育正在高校图

书馆如火如荼地开展，本文拟对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数

据素养教育内容展开实证分析，总结理论经验并发现实

践不足，以期为今后有效开展相关工作与提高教育成效

提供参考。

1  数据素养与数据素养教育的内涵及
内容

随着大数据环境的全面形成，数据已经成为获取

信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源，并将在人们的工

作和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之相适应，数

据素养与数据素养教育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

对数据素养和数据素养教育的内涵展开具体而深刻的

剖析，其中也蕴含了对数据素养教育内容的探索。

国外学者较早开始了对数据素养及数据素养教育

内涵与内容的探讨。如美国图书馆联合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认为信息数据素养应包括识别信

息和数据的必要性，以及能够有效获取、评估与使用信

息和数据的能力，“信息数据素养高的人群是那些学会

如何学习的群体”[4]。Hegarty等[5]认为数据素养是信息

素养的子集，是一种“能以有效的方式使用、管理、创

造、引用和分享数据信息”的能力。Mandinach等[6]认为

数据素养不仅是个体的数据管理利用能力，也是其思

维方式的引导与转变，是个体数据获取、利用、操作、

批判及数据伦理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Khatun等[7]将

数据素养定义为“数据识别、查找、获取、评估合适来

源以满足数据需要，以及符合伦理且有效地利用数据

资源”的一种能力。Carlson等[8]明确指出数据素养教育

的基本内容包括数据库及数据格式介绍、数据发现与

获取、数据管理与组织、数据转换与操作、数据质量评

价、数据保存及再利用、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及数据

伦理等。Calzada等[9]指出科学数据素养教育需培养的

用户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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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包括理解数据、解读与评价数据、管理数据与

利用数据。

我国学者也对数据素养及数据素养教育的内涵与

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解析。如张静波[10]从科研生命周期

角度阐述数据素养概念，指出数据素养是科研人员需

要具备的数据获取、组织、处理、分析与共享等能力，以

及应遵守的规范道德。孟祥保等[11]认为科学数据素养

应包括“具有数据意识，即形成数据的资源性认识；具

备数据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能在特定专业领域内查找、

管理、利用与共享数据的能力；了解相关数据管理政

策法规、数据伦理等知识”，并且认为适时开展数据素

养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需

要，同时也是高校图书馆积极融入学术交流与大数据

环境的战略选择。沈婷婷[12]从科学数据管理视角认为

数据素养是对数据的理解、获取和运用能力，以及具备

的批判性思维。陈明星[13]指出国内外数据素养教育应

围绕数据意识、数据管理技能以及数据管理知识展开，

并构建了基于数据意识、数据评价、数据分析等模块的

KMDC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框架。宋甲丽等[14]认为高校

图书馆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主要为五方面：一是

数据素养相关知识；二是数据库的使用；三是数据相关

处理，包括对数据获取、整理以及综合管理等；四是数

据分析工具应用及技巧；五是数据的交流与应用培训。

张长亮等[15]认为高校数据素养教学内容应在学科领域

或专业课题项目的基础上注重数据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获取、数据分析与处

理、数据安全与分享、数据开发与利用等方面。

虽然学界目前尚未对数据素养形成统一定义，但

从上述分析中可得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即数据素养主

要包括：①数据意识，即对数据的必要性和资源性的一

种敏感性认识；②数据技能，包括对数据的查找获取、

处理与分析、共享与交流展示等能力；③数据评价，即

对数据的批判性思维，这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意

识；④数据伦理，即在数据援引、利用与共享等过程中

应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数据素养教育应围绕数据素

养的内涵展开，其中数据技能部分因其内容丰富及操

作性强等特点通常成为教育的重点。依据国内外研究

成果，并结合图书馆实践，可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分

为四方面，即旨在提高数据意识、伦理与评价能力的教

育，提高数据获取能力的教育，提高数据处理能力的教

育，以及提高数据交流能力的教育。

2  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
调查设计

高校图书馆是数据素养教育的先锋阵地，一流院校

图书馆的教育水平代表着我国数据素养教育的先进水

平，故选取我国在数据素养教育方面有较好作为的42所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

本文采用网络调研法，于2020年3月通过登录42所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网页，浏览其主页

面、服务/培训讲座、教学与培训、新闻动态、通知公告

等栏目，以调查2019年各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的

开展情况。但4所高校（大连理工大学、厦门大学、湖

南大学与云南大学）存在外部无法访问或相关信息无

处查找等问题，最终获得38所高校的相关数据，占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90.5%，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

调查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

（1）数据素养教育概况。具体内容包括：①相关专

题讲座开展的总场次及场次梯度，反映各高校举办数

据素养讲座的总体规模；②讲座师资的内外源调查，反

映数据素养教育队伍的建设情况；③讲座有无详细介

绍、是否指明对象、是否提供讲座课件或视频下载，反

映讲座内容和对象的明确程度；④是否形成数据素养

教育专题讲座、是否对此类讲座进行内容细分，反映图

书馆数据素养教育服务的常态化程度；⑤讲座信息是

否多途径揭示、讲座的平均预告天数是多少，反映专题

讲座开展的计划性状况；⑥是否面向全校提供可定制

的数据素养讲座，反映服务院系的功能性状况；⑦是否

提供数据素养教育的微视频/微课堂、学分课程、嵌入

式课堂、数据商在线教育等，反映其他数据素养教育方

式的开展情况。

（2）数据素养教育内容。依据前文归纳的数据素

养教育内容体系，将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专题讲座

内容分为4类：①数据意识、伦理与评价；②数据获取；

③数据处理；④数据交流。统计总场次及占比，并对开

展高校进行统计。此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我国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最核心的两所高校，其对

数据素养教育内容的分类也较具借鉴意义。故而，综合

两校的分类方法，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分为四大模块，

即新手指南、资源推介、科研助力、软件工具。然后据此

分类法统计讲座场次和高校情况，以作为第一种分类的

对照。

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分析卢祖丹  余达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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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素养教育的一流学科契合度。由于研究对

象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数据素养教育

应当支持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因此，还调查了图书馆

数据素养教育与该校一流学科的契合度，以了解数据素

养教育工作有否体现该校学科建设重点，考察各高校图

书馆相关工作对“双一流”建设的保障支持力度。

3  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实证调查结果与
分析

3.1  数据素养教育概况

在38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其图书馆

2019年开展数据素养教育活动的情况概括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素养教育概况

＜20

≥20  ＜40

≥40  ＜60

≥60

讲座场次

39.48

21.05

21.05

18.42

71.05

81.58

28.95

55.26

讲座师资内源为主

讲座介绍

指明对象

讲座课件/视频下载

15

8

8

7

27

31

11

21

高校/所 占比/%

47.37

23.68

55.26

63.16

31.58

65.79

18.42

68.42

素养教育专题

讲座细类

多路径揭示

定制培训

微视频/微课堂

学分课程

嵌入式课堂

数据商在线教育

18

9

21

24

12

25

7

26

高校/所 占比/%

（1）2019年数据素养教育专题讲座共开展1 450场
次，校均38场次。其中场次较少（＜20场）的高校15所，

场次基本满足需求（20 ~39场，即教学周每周或隔周

有讲座）和场次满足需求（40~59场，即教学周每周平

均有1~1.5次讲座）的高校各8所，而讲座安排较为充足

（≥60场，即教学周每周讲座平均1.5次以上）的高校有

7所。总的来说，在样本高校中数据素养讲座的供给呈

正偏态分布，偏度系数为1.619，即供给场次偏少的高校

占大多数，这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数据素

养专题讲座的供给工作仍有待加强。

（2）专题讲座师源分为两类，一类为馆内或校内

提供（内源师资），另一类为数据商培训师及其他（外

源师资）。调查发现，2019年样本高校图书馆开展的

数据素养专题讲座中内源师资讲座为1 170场（占比

80.69%），而讲座师资以馆内或校内为主（内源讲座超

过半数）的高校有27所（占比71.05%），这表明“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队伍正成长壮

大，逐渐掌握了数据素养讲座活动安排的主导权。

（3）大多数高校图书馆（31所，占比81.58%）在

讲座开始前都会作内容预告，以便于听众事前了解与

选择；但只有少数图书馆（11所，占比28.95%）会指明

听众对象；另外有略超半数的高校图书馆（21所，占比

55.26%）提供讲座的课件或视频下载，这反映出“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明确

度较高，但对象明确度不足，且讲座形式的数字化、网

络化程度有限。

（4）有近半数的图书馆（18所，占比47.37%）形成

了数据素养教育系列讲座专题，但只有9所高校图书馆

对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进行细分，这反映出“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服务的常态化仍

有待加强。

（5）超过半数的高校图书馆（21所，占比55.26%）

对讲座信息进行多途径揭示，平均预告天数为26天，表

明这些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服务的计划性较好。

（6）24所高校图书馆（占比63.16%）面向全校各院

系提供定制数据素养讲座，表明这些图书馆在服务院

系方面的功能性较强，但仍有超过36%的高校未提供

该项服务。

（7）图书馆提供数据素养教育微视频/微课堂的

高校有12所（占比31.58%），开设数据素养方面学分课

程的有25所（占比65.79），有7所高校图书馆提供数据

素养嵌入式课堂服务（占比18.42%），有26所高校图

书馆提供数据商在线教育服务（占比68.42%），这表明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开展数据素养教育

的方式多样化，不仅讲座培训、学分课程、数据商在线

教育等传统方式方兴未艾，微课堂、嵌入式课堂等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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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在各高校陆续发展起来。

3.2  数据素养教育内容

为明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图书馆数据素

养教育的具体内容及特征，选取讲座培训进行内容调

查，而学分课程及其他教育方式因主题较为笼统且开

展范围不够广泛而未作为分析对象。分别采用前文提

到的两种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分类体系进行分析，结果见

表2。

与评价是当前数据素养教育的薄弱之处，仅有2.00%
讲座是针对数据意识、伦理与评价的培养，如“如何发

现与挖掘专利价值”“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关于科

学伦理的潘多拉宝盒”“专利侵权的判定与分析”等，

而样本中也仅有14所高校开展了此类讲座培训（占比

36.84%）。

（2）从分类体系二（清华北大分类）框架下数据

素养培训讲座的分布来说。①资源推介模块是高校图

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的重点，有50.07%的讲座都是针

对图书馆资源的检索、查阅与获取的（共726场），37
所高校皆举办了资源推介类的培训讲座。②软件工具

与科研助力是数据素养教育的次重点模块（两项占比

43.80%）。软件工具培训既有针对数据管理与分析的，

如Endnote、Incites、NoteFirst、Citespace、思维导图、

印象笔记、Origin、Excel、Python等；也有强调数据展

示、表达与交流的，如Visio、Latex、Premiere、3D打

印、PPT、Photoshop等。科研助力既包括针对专业领域

热点进行追踪分析的讲座，也包括指导学术论文写作、

投稿等的讲座。开展两类讲座的高校分别占比89.47%
与84.21%，说明图书馆也倾向于开展这两类讲座。③仅

有6.14%的讲座与新生入馆教育有关，仅有11所高校开

展了分院系的新生入馆讲座，在调查中发现许多高校图

书馆新生教育方式已由讲座培训转为在线教育，形式有

微视频/微课堂、在线答题、入馆原创手游等。

3.3  数据素养教育的一流学科契合度

因研究对象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里尝

试分析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与各高校一流学科的契合

度，以考察该工作能否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起辅助支撑

作用。仍以数据素养讲座培训为分析对象，并定义数据

素养教育的一流学科契合度为讲座培训涉及的一流学

科个数与高校一流学科个数的比。由分析结果可知（见

表3），38所高校中，应建设的一流学科均值为8个，而

其图书馆开展讲座涉及的学科均值仅为2个，这其中具

体涉及的一流学科则更少，一流学科的契合度均值仅为

0.235。由此可知，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素养教育一般较

为笼统，涉及具体学科的数据素养教育较少，且与一流

学科的契合度极低，这说明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对高校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保障支持作用尚未显现。

表2  数据素养教育内容

数据意识、伦理

与评价

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

数据交流

新手指南

资源推介

科研助力

软件工具

分类一

分类二

29

818

377

226

89

726

303

332

2.00

56.41

26.00

15.59

6.14

50.07

20.90

22.90

36.84

97.37

89.47

76.31

28.95

97.37

89.47

84.21

14

37

34

29

11

37

34

32

讲座/场 高校/所
讲座

占比/%
高校

占比/%

（1）从分类体系一（经典定义分类）框架下数据

素养培训讲座的分布来说。①数据获取能力是现阶段

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强调的重中之重，38所高校

图书馆所举办的数据素养讲座中有超过半数皆为数

据库资源检索与推介类讲座（共818场），如“标准、专

利、政府数据的获取”“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检索利

用”“数据素养与统计数据的获取”“Lexis Advance
法律数据库介绍及使用培训”等，而且37所样本高校

都开展了此类培训讲座。②数据处理与数据交流是高

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的次重点，两项内容占全部场

次的比例为41.59%，如“利用Gale数据库发现学习和

研究中的各种可能性”“如何利用Web of Science核
心数据库进行学术热点追踪分析”“Python软件助力

数据分析”“详解excel常用函数”等讲座旨在提升数

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巧用SCI和Scopus数据库，助力

论文写作”“ASCE数据库的期刊选择、投稿与使用技

巧”“Springer Nature助力科研成果发表”等讲座则试

图培养数据交流能力。样本中举办这两类讲座的高校

分别占比89.47%和76.31%，说明这两种能力也为多数

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所强调。③数据意识、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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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存在的
问题

（1）内容系统性不强，重技能而轻意识。各高校图

书馆的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存在普遍性倾斜，系统性不

强，对收集获取、分析利用及展示交流等数据技能的培

养非常重视，而对于数据意识、数据伦理、数据评价等

意识方面的培养则较为薄弱，仅有少数高校开展了有限

场次的相关教育。然而，数据意识决定了数据使用者从

事数据挖掘、处理、利用及传播的效率，直接影响科学

数据管理的过程与效果[16]；数据伦理体现了数据的安

全意识和产权意识，规范了数据资源使用行为，是高校

师生培养科学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的重要基础；数据评

价决定了使用者能否有效甄别数据及判断数据价值，

是提高数据利用效率、从事科研交流、实现工作创新与

科研积累的根本保障，任何高校图书馆都应重视这些

方面的教育。

（2）与一流学科建设不契合，对学校“双一流”建

设的辅助支撑作用尚未彰显。“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高校集聚资源和力量的工作焦点，也是图书馆开展各项

服务的重心。但从数据素养教育角度来说，目前图书馆

开展此类活动中“一流学科”的特色并不明显，尚未形

成围绕“一流学科”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意识观念，故

而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仍然孤立于学校发展的大局，对

一流学科建设的保障服务作用较为有限。

（3）教育内容的信息化水平不高，严重限制了数据

素养知识的扩散。数据素养教育讲座培训、学分课程、

在线教育等注重现场教学，有场地人数和讲授时间的

限制，所能提供的学习机会较为有限，而后期其教育内

容的课件、视频等又较少出现在图书馆网页上以供下

载，不能满足未到现场师生的自主学习要求，不利于数

据素养知识的传播与扩散。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38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图书馆

为研究对象，对其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展开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样本高校图书馆中各种形式的数据素养教

育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教育工作的主导性、计划性较

好，但不同高校间供给差距较大，且教育常态化、对象

明确性、服务功能性仍待加强。就数据素养教育内容而

言，现阶段高校图书馆侧重于数据获取、分析与交流能

力的培养，以及资源推介、科研助力与软件工具等模块

的教育，目前尚存在重技能而轻意识、未与一流学科建

设相契合及教育内容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现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以期改进今

后的数据素养教育工作。

（1）重视数据意识、伦理与评价教育，提高数据素

养教育的系统性。数据意识、伦理与评价是师生数据素

养教育的基础性因素，是创新型人才形成敏锐严谨的

数据态度、坚守学术规范的基本保证，是数据素养教育

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各图书馆不仅应利

用现有的知识产权讲座、学术规范及科研诚信等讲座

来加强数据意识、学术规范与严谨性的教育，也可制作

相关的宣传手册、视频、书籍等通过剖析案例加深师生

认识，还可利用图书馆新媒体手段将数据意识伦理教

育渗透数据素养教育日常。

（2）抓住一流学科建设契机，开发数据素养教育

深层次服务。“双一流”建设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

重要主题，高校应抓住该发展契机实现内涵式发展，图

书馆各项工作也应服务于一流学科建设。对于数据素

养教育服务工作，不仅应充分开展线上线下调查，为高

校重点学科的数据库、文献资源和特色馆藏建设提供

咨询建议，而且应完善馆院协作机制，针对优势学科定

制数据素养教育专场，也可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能动地

嵌入重点学科的专业教学中，还可针对学科制定数据

管理计划，响应学科教研人员需求提供数据管理服务，

以期从各方面助推重点学科发展。

（3）提高教育内容的信息化水平，发挥数据素养

教育的正外部性。高校图书馆应在征得教育者同意的基

础上，对数据素养课件和视频进行整合处理并公布在

图书馆相关专题网页上，提高数据素养教育的信息化

水平，使有需求的师生可不受时空限制并有针对性地进

行甄选学习，充分发挥教育活动的正外部性。

（4）科学制定数据素养教育实施方案，提高受众

表3  样本高校数据素养教育的一流学科契合度

一流学科

教育涉及学科

一流学科契合度

8

2

0.235

41

17

1

1

0

0

8.481

3.873

0.327

38

38

38

均  值 最大值最小值 标准差 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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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效果。首先，积极建立一支以内源师资为主的

数据素养教育队伍，掌握数据素养教育活动安排的主

导权；其次，科学安排教学内容，明确教育对象，提高

数据素养教育的常态化、例行性水平，制定周期性的教

育活动计划，使广大师生可根据需要从容选择；最后，

定期开展数据素养教育实施效果的反馈，评估教育活

动绩效，及时针对不足进行调整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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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on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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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future work, this study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ntent of DLE in 38 “constructing world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libra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urrent DLE work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s in general dominant and well planned, the supply gap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s obvious. 
Moreover, the DLE routinization, education object clarity, and service function still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on one hand, the content of DLE 
focused on the training of data acquisition,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emphasizes the teaching modules of resource 
promotion, research assistance, and software tools. At present, there still are many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skills rather than the 
consciousness, not matching with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nd not having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content informatization. Finally,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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