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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的线上调研，从教学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模

式、教学评估5个方面分析其在数据素养教育方面的经验及特点，旨在为我国高校数据素养教育的发展提供参

考。基于当前我国高校数据素养教育现状，未来我国高校可在加强科研人员及图书馆馆员的数据素养教育、完善

数据素养的教育体系、加强数据素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健全数据素养教学评估体系4个方面做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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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现状及案例选择

数据素养又称“数据信息素养”，指人们在数据的

获取与整理、批判性评估与处理、符合数据伦理及数

据规范使用与共享过程中所涉及的多种能力的集合[1]，

是信息素养的泛化或延伸[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曾多次提出要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这一

任务视为基础性工作[3]。高校图书馆作为数据素养教育

的主要阵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与教育职能以满足师生

对于数据素养教育与日俱增的需求，成为其面临的全新

挑战[4]。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纷纷就数据素养教育的相关

问题展开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方

面。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多从数据素养核心要素角

度讨论设计课程教学内容[5]或教学活动[6]，而国内学者

的研究以构建数据素养教育模型[7]或评价指标体系[8]为

主。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通过对数据素养教育

对象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整理数据素养测量工

具[9]以及培训草案[10]，并强调数据素养教育培训计划的

重要性[11]。在国内，沈玖玖等[12]运用问卷调查和聚类分

析相结合的方式，依据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构建数据素

养课程体系；胡卉等[13]、雷春蓉等[14]通过选取国内外

多所高校为研究对象，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方面分

析，为国内高校数据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参考。纵观目

前国内外对数据素养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

理论研究以强调数据素养的重要性以及教学、评价等

理论模型构建为主，实证研究以高校间数据素养教育

开展情况的对比分析以及对数据素养教育对象的相关

实证研究为主。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作为美国颇具

科研实力的大学之一，为加强对健康科学相关专业本

科生的学习资源服务，建立了健康科学的支持模式，这

是其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的雏形。2018—2020年，罗

格斯大学提出构建信息素养教育模块，以及探索提升其

探索与交流



42 2023年第19卷第2期

图书馆服务的战略及能力的总体目标，同时利用当地合

作关系、现有资源和技术来协助完成该基础设施的构

建[15]。相比其他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罗格斯大学数

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的教育资源以医学类数据素养教

育资源为主，通识类数据素养教育资源为辅，能够同时

满足医学类和通识类两种数据素养能力提升的需求。

基于此，笔者采用案例分析法从教学目标、教育对

象、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学评估5个方面对罗格斯大

学数据素养教育的做法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高校数

据素养教育现状为我国高校数据素养教育实施优化提

供参考。

2  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

笔者通过访问罗格斯大学图书馆及罗格斯大学数

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网站，对其中所展示的文献及资料

进行调研，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其数据素养教育进行实

践分析和整理。调查时间为2022年4月3日—6月20日，

调查内容为教学目标、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模式、

教学评估5个方面。

2.1  教学目标

高校开展数据素养教育旨在培养科研人员（主要

是高校教师）在数据管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

存储及再利用等方面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是信息素养

教育的提高和深化。数据素养教育的教学目标从整体上

可分为学科性和普适性两种类型。基于此，一方面罗格

斯大学面向健康科学及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及科研人

员提供了具有学科性的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其教学目标

主要围绕健康科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技能和工具制定，

例如，了解医学信息的生命周期以及如何利用CINAHL
和PubMed等医学数据库查找准确、可靠的健康信息；

探讨健康信息学和健康信息技术在循证医学、人口健

康、临床医疗等领域的应用；理解临床研究数据管理

关键概念及使用方法，以支持临床研究中的数据规划、

收集、存储和传播等。另一方面罗格斯大学面向本科生

及图书馆馆员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数据素养教育资源，

其教学目标的制定倾向于对数据素养相关的知识及技

能的整体性了解。例如，训练使用数据分析工具（SAS
或Python）的技能来管理和可视化科研数据；了解数

据的多样性及在整个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的管理需求，

识别数据管理计划的组成部分；了解存储和共享数据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评估数据存储库的可信度等。

2.2  教育对象

罗格斯大学的数据素养教育对象主要包括学生、

科研人员以及图书馆馆员。其中，学生群体可分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面对本科生这一群体，罗格斯大学为非计

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数据素养基础课程和数据科

学导论课程。除此之外，学生可以利用罗格斯大学数据

素养教育资源平台，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数据素养相关

课程进行自主学习。面对研究生群体，该平台为健康科

学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了健康科学数据素养教程专栏，

其教学内容囊括数据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相关技能、

医学类数据库、健康科学术语表以及信息素养与批判

性思维的在线课程。可见本科生与研究生在数据素养

教育模式方面的差异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从教学目标来

看，本科生立足于建立数据意识，研究生注重学科领域

的数据知识和相关技能的培训；从教学内容来看，本科

生的课程以基础性和导向性为主，研究生的课程更侧

重专业性；从教学形式来看，本科生以开设相关课程为

主，研究生更强调自主学习。

在当前数据密集型的科研背景下，科研人员的数据

素养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科研创新的核心[16]。同样

的，图书馆馆员作为科研活动的协助者，其具备的数据

素养能力决定了科研服务的能力和效果，因此图书馆馆

员的数据素养是科研活动顺利进行的保障[17]。面对以

上两类数据素养受教育群体，罗格斯大学通过与爱丁堡

大学合作，向用户提供MANTRA免费在线学习平台以

满足科研人员以及包括信息工作者在内的数据素养需

求。其中，科研人员的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解决科研过程

中所遇到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问题，例如，数据管理计

划的制订、数据管理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完善等。

面对图书馆馆员这一群体，该平台提供了数据管理

培训工作包、数据开放获取、公开发布以及数据长期保

存等课程。这为协助科研人员制订数据管理计划以及

数据共享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2.3  教育内容

数据素养教育内容与数据素养所需的能力相对

应，即数据意识、数据能力、数据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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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数据意识方面

数据素养提升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数据意识的提

升。数据意识是指一种善于发现以及主动分析利用数

据的意识倾向。罗格斯大学在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

中，对数据概念、数据分析与利用各环节进行了整体介

绍，使科研人员意识到数据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因素之

一。例如，借助Youtobe平台向科研人员提供农业数据

素养的研讨会视频及电子会议记录，以辅助农业相关

专业的学生能够将数据素养的知识与自身专业相结合，

使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提升利用数据分析解决问题

的意识。

2.3.2  数据能力方面

数据能力是研究人员利用数据进行科研创新的基

础。在数据素养教育中，数据能力方面的培养包括数据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产生数据、处理数据和应用数据的

技能。完整的数据生命周期包括数据加工与知识抽取

两个阶段。数据加工是知识抽取的基础，包括数据采

集、数据存储等环节；知识抽取是对数据资源进行深

度加工并对其价值进行挖掘，例如数据分析等[18]。

在数据采集阶段，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

平台向用户提供了免费开放使用的数据资源链接。以美

国的公共卫生信息、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等医疗

卫生为主题的数据资源为主，除此之外也包括美国联

邦储备系统经济数据、地理信息网络等其他主题的数

据资源。大多数数据资源为定期更新的数据库模式，但

也包括Data2020这样的交互式数据搜索工具。各数据

集均向罗格斯大学图书馆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

例如按主题查找数据和统计数据、定期更新等。如表1
所示，在数据处理与分析阶段，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

育资源平台提供以医疗保健为主题的数据分析及可视

化的相关教学资源，其教学形式均以线上授课为主，教

学内容均涉及数据分析相关软件的学习、可视化结果分

析以及案例分析等，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具备使用数据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数据管理与共享阶

段，罗格斯大学向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提供医学类科

表1  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数据能力资源内容（部分）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与分析[19]

    

数据管理

及共享[20]

线上自主

练习

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

全体学生

医学类

专业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全体学生

医学类

专业学生

全体学生

向学生提供按主题查找数据和统计数据、

定期更新数据集等公共服务，供其自主选择

分析美国医疗保障系统组成部分，探讨健

康信息学和健康信息技术在医学中的作

用，学习可视化工具的运用及其特点，学

习医疗保健数据分析的实践案例

学习使用数据分析工具（SAS，Python）对

数据进行管理及可视化，包括处理缺失的

数据、变量组和图表

数据管理案例，数据管理计划，本地数据

管理

数据类型及格式，数据存储及备份，科研

数据共享的相关法律及伦理

临床科研数据管理案例

数据管理相关概念（元数据、科研数据生

命周期），数据管理计划制订，讨论科研数

据共享的益处和挑战，以及如何保护数据

的知识产权

医疗、经济等领域数据

资源及交互式数据库

医疗保健的数据

分析和可视化

数据管理及可视化

科学家数据管理

短期课程

科研数据管理基础

临床科研数据管理

科研数据管理及共享

加强数据检索能力，为数据处理与

分析阶段提供基础

建立对可视化工具的认识，熟

悉各种分析工具，为医疗保健

数据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提高数据专业人员对科学数据

管理的理解

了解数据管理的概念和原理，并为

后续个性化数据管理计划的制订

提供基础

了解临床科研数据管理的关键概念和

方法，以支持临床研究中数据收集

及存储

理解数据的多样性以及数据管理

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的重要性

数据生

命周期
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对象教育资源

高校数据素养教育实践研究——以罗格斯大学为例王卓，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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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数据管理案例供其研究学习。

2.3.3  数据伦理方面

为了数据的可重用性最大化，研究人员通常会利

用数据共享平台对数据集进行共享。因此，研究人员

应了解所研究领域的数据共享、数据可用性相关政策，

以实现对数据有效且恰当的共享与利用。罗格斯大学

在数据伦理方面提供了美国联邦机构以及期刊和出

版商的数据共享政策，并且多以医学类为主。联邦机

构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NIH附属机构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其中，NIH
及NSF均在数据共享政策中提出，提交数据共享计划

或原始数据会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罗格斯大学

向用户提供了美国联邦机构数据共享社区。用户可以

通过该社区对当前或未来受美国联邦资助者研究的数

据共享政策进行跟踪、比较。同时，罗格斯大学向用户

提供了多个期刊或出版商的数据共享政策，例如，BMJ
（英国医学杂志）、PLOS（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

Wiley（全球最知名的学术出版商之一）、Taylor  & 
Francis（国际知名学术出版商）、Springer Nature（学

术出版巨头）。其中，PLOS和Taylor & Francis均提出

作者需提供数据可用性声明，并指出其他人获取数据

访问权限的方式。

此外，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也涉及信

息素养教育的内容。从信息素养与数据素养概念的角

度来看，信息素养侧重用户信息搜寻的过程以及结果的

反馈，数据素养侧重技术性更强的数据管理等。同时，

数据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拓展和延伸在教育内容上也

更为宽泛，因此从狭义上讲，信息素养教学是数据素养

教学的基础和补充。罗格斯大学在健康科学研究技能

教学方面设置了信息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在线课程。

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搜寻的基础知识，包括选择

正确的来源、识别关键字和使用检索技术。而这些基础

的信息搜寻能力培训是数据能力提升的基础。

2.4  教育模式

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以嵌入式教学为主。

嵌入式教育模式是指将数据素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育

相融合的一种具有整合性的教学培训新模式。嵌入式

教育模式主要分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某专业学科的学

生，通过在线课程或研讨会的形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数

据素养教育；另一种是嵌入现有的专业课程，由授课教

师承担课程中有关数据管理与利用的内容[21]。嵌入式教

育模式能够将数据素养教育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弥补通

识教育不够深入的问题。罗格斯大学在嵌入式教育模式

下，借助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向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

提供了健康科学数据素养教程（仅供罗格斯大学学生及

教职工内部学习使用），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数据获取与

数据利用两部分。

（1）数据获取。在数据获取方面，健康科学数据

素养教程向学生提供了循证实践的查询入口，学生可以

通过查询循证实践对自己的研究问题进行佐证。此外，

用户可以通过学习信息搜索策略和技术来提升获取健

康信息的准确性。该课程以医学类数据库CINAHL、
PubMed为例，教授学生查找医学类信息的搜索策略

以及科学方法，包括如何确定自己的检索需求、如何撰

写PICO（循证医学文献检索格式）问题以及如何筛选

PICO问题的答案[22]。

（2）数据利用。用户通过这些教程了解医学数据

信息的生命周期，以及如何组织和利用检索得到的数

据资源。课程形式包括视频教程、学术文章交流等，并

为学生提供相关教学资源。

2.5  教学评估

教学评估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对教学资源的反馈

来判断目前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能否达到预期的

教学目标。罗格斯大学数据素养教育资源平台的教学

评估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受教育者对教学资源的评

价；另一部分是受教育者对自身学习成果的评价。其

中，教学评估的教学资源以在线课程为主。在受教育者

对教学资源的评价方面，学生通常选择在课后对该课

程资源从课程内容、课程实用性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同时部分学生也会提出课程的改进意见。例如，部分学

生在数据管理与可视化的课程中提出该课程内容比较

适合初学者进行自主学习，但缺少理论基础的讲解和更

多可以用来示例的数据集。在受教育者对自身学习成果

的评价方面，通常采取自测模式。学生通过课后测试可

以对自身学习成果进行评估。例如，罗格斯大学数据素

养教育资源平台中嵌入的DataCamp网络学习平台提供

了“评估”栏目，学生可以通过该栏目对自身的技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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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进行评估，以获得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同时该栏目会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最佳的学习路径以及需要关

注的课程。

3  对我国高校数据素养教育发展的启示

3.1  加强科研人员及图书馆馆员的数据素
养教育

由于不同的数据素养教育对象所需的数据素养程

度不同，因此需提供的数据素养教育内容也存在一定

的差异。武汉大学图书馆面向本科生开设了数据素养

与数据利用的通识课程，该课程引入了多个领域的入门

级教材，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复旦大

学图书馆为医学类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医学信息检索

与利用的学分制选修课，以培养学生对医学信息资源的

发现、鉴别及分析研究能力。可见，目前我国高校数据

素养教育对象以高校师生为主，仅有少数院校开展了面

向教师或馆员的数据素养教育工作。

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兴起，对科研人员提出了

较高的数据素养要求。图书馆馆员通常以服务者、辅助

者的角度或身份协助科研人员进行数据管理计划的制

订等工作[23]。国内部分高校开展了面向科研人员及图书

馆馆员的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

培训班等。未来，可以通过高校合作共用数据素养在线

教育资源平台的方式，使科研人员及图书馆馆员自行选

择数据素养教育内容；还可以创建数据素养教学工具

包，即将数据素养课程整理上传至LibGuides，并提供

定制服务，用户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定制相关课程。同时

构建交流社区，便于科研人员与图书馆馆员之间及时交

流与互动，以利于图书馆馆员更加及时了解科研人员的

需求以及图书馆馆员自身数据素养的提升[24]。

3.2  完善数据素养教育体系

我国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主要以数据能力为

主，侧重数据分析与数据管理。在数据分析方面，北京

大学通过“一小时讲座”向学生提供SPSS软件的使用

教程，武汉大学图书馆通过高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为

在校生提供数据检索和数据分析软件教程，清华大学

图书馆开设数据分析类专题培训讲座；在数据管理方

面，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向学生提供大数据管理的选

修课程。由于数据素养教育资源过多地倾向于数据分

析与数据管理，导致目前我国数据素养教育内容缺乏完

整性与全面性，很难形成综合全面的数据素养教育的

有机体系。

如表2所示，基于数据素养基本要素的数据素养教

育体系可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数据意识，其教育

内容主要以通识类、认知类的理论性基础课程为主；第

二部分是数据能力，其核心技能包括数据生命周期所

涉及的与数据相关的多种能力，其教育内容多以实践类

课程为主，如数据库的使用以及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

的使用课程等；第三部分是数据伦理，其教育内容涉及

领域数据共享相关政策等。

表2  基于数据素养基本要素的数据素养教育体系

数据意识

数据能力

数据伦理

通识类课程，启发式课程，认知类课程

数据库使用，数据分析与处理的应用类课程，

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使用课程

数据伦理课程，数据共享相关政策

批判性思维，对数据的捕捉能力

主动发现、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数据采集、

存储、管理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

了解数据共享及再利用的原则与前提，版权意识

数据素养基本元素 教育内容核心技能

3.3  加强数据素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

我国高校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将数据素养的

教学渗透日常学习生活。理论上，一方面是将专业课教

学嵌入数据素养教育相关课程。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

通过举办金融数据素养教育系列讲座，为金融专业学

生提供该专业所涉及的数据处理软件教程。另一方面

是通过嵌入或开发在线学习平台开展远程或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数据素养教育活动。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

将部分数据素养课程嵌入“荷塘·雨课堂”在线教育学

习平台，学生可通过身份认证后免费访问课程资源。实

践上，我国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成立了数据实验室或

高校数据素养教育实践研究——以罗格斯大学为例王卓，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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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类实践活动。例如，中国科学院成立大数据挖掘

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设立大数据与知识

工程实验室以及由多所高校图书馆共同举办的“慧源

共享”数据创新大赛等。

未来，我国高校应从数据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两方面进行加强。从理论上可以提供嵌入式数据素养教

育服务。其中，“嵌入式”一方面是指贯穿学生整个学习

阶段和过程，通过知识测试[25]等方式对学生目前所具备

的数据素养教育能力进行量化与评估[26]，并设计数据

素养教育培训体系，将相应的教育资源上传至平台供学

生自行选择。另一方面是指数据素养教学与专业教学相

结合，通过学科教师与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使数据素养的

理论知识与技能培训、专业课程内容有机结合。从实践

上，数据实验室应为研究人员提供动手训练的相关软

件、硬件及相关平台等[27]，以加强对科研人员动手实践

能力、开展研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此外，高校

图书馆馆员应加大对科研实践、竞赛等数据素养实践项

目的宣传力度，推动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进一步

实施数据思维、数据使用等方面能力的培训。

3.4  健全数据素养教学评估体系 

教学评估是优化教学过程的一种方式，通常包括

检验课程本身和学生学习成果两方面。就目前我国数据

素养教学评估情况来看，一般课程类的教学资源以检

验学生学习成果为主，通常采取考核的方式。例如，武

汉大学的数据素养与数据利用课程，采取综合考核制

来判定学生的最终成绩。然而，仅凭考试成绩来判断学

生数据素养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我国

部分学者已提出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即构建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数据素养能力指标体系为数据素

养能力测评提供量化工具[28]。同时，高校可通过举办小

型的数据素养竞赛以实现对学生数据素养教育的综合

考量。例如，财经类学校以经济类专业知识为背景，考

察学生利用数据资源及统计工具分析处理社会经济问

题的能力。此类竞赛能够对学生的数据素养能力进行

多方面的考察，相比于传统的考核模式，其对学生学习

成果的检验更为全面。此外，通过量化工具对受教育者

数据素养教育前后的能力水平进行测试，进而判断数据

素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9]。完善并运用教学评估体

系，能够根据评估结果对数据素养教育资源进行改进

与提升，使数据素养教育课程设置不再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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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online research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resource platform of Rutgers University, we analyze its experi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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