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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研究领域、研究主体和研究视角3个方面对国内外数据素养研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数据素养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主体、

多视角的特点。拓展数据素养研究范围、促进数据素养教育，争取数据素养研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构建数据素养教育案例库，注重数

据素养研究的系统性，等等，是数据素养未来发展需要认真思考的方向。

[关键词]    数据素养    信息素养    素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250.76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It is found by the research on domestic and overseas data literacy from three aspects of research field, subject and

perspective that the research features in cross-discipline, multiple subjects and perspective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data

literacy should be considered seriously in following aspects: expanding data literacy research scope, and promoting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getting support from data literacy research stakeholders; establishing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case database; and stressing

on the integrity of data literac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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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Discipline, Multiple Subjects and Perspectives：An Overview on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Literacy

　　近年来，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已然成为当前一

项热点研究议题，受到来自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重点关

注。从数据素养的发展历程到未来趋势，从理论研究到实

践教育，从自然科学领域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数据

素养研究的学术成果正不断问世，并使得学术界、教育界

以及图书馆界获益匪浅，这也意味着数据素养研究正由一

个新兴领域逐渐走向成熟。随着科研环境的变化和用户需

求的内在驱动，数据素养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

各种概念和实践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数据素养领域的

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显得非常必要。那么，如何多方

位揭示数据素养领域研究特点？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

应用价值的问题。

1    数据素养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

1.1    数据与数据素养

　　谈及数据素养，不得不提及“数据（Data）”这一概念。

在拉丁语中，数据意指得到的东西；在实际中，商家将数

据定义为商品的销售成绩；研究者将数据分为定量与定性

数据；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业绩则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数

据。正如缪其浩所说，在信息化语境下，数据是指收集、测

度到并保存起来可管理可利用的信息[1]。因此，笔者认为，

在数据素养研究过程中，数据不再只是定量的数字，而是

以任何方式编码的信息，如上传至 Y o u T u b e 的录像、

Facebook的图片、Twitter的微博和电子邮件等社交媒体包

含的数据，以及科学研究、交通物流、遥感遥测、工业生

产和自动控制等产生的数据。

　　数据素养这一概念最先流行于美国教育界。关于数据

素养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分别从知识（Knowledge）和技

能（Skill）两个方向给出了定义。Mandinach等人认为，数

据素养是一种收集、分析和解读多种类型数据，并将其转

化为指导性知识和实践的一种能力，以此帮助教育者做好

决策[2]。北京师范大学项华副教授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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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素养是指满足个体自身需求的获取数据或者信

息，或者通过数据挖掘而产生知识的一种素养，也是对科

学方法、信息技术和人文精神的整合，其核心是数字环境

下的科学思想、方法、习惯和精神[3]。雪城大学博士秦健等

人认为，科学数据素养是指科学研究中收集、加工、管理、

评价和利用数据的知识与能力，与信息素养相比，更强调

科学研究中数据产生、操作和使用的能力[4]。陈娜萍认为，

数据素养是指在实际情境中具有数据意识，能基于数据提

出问题，结合信息技术，使用恰当方法对数据进行收集、整

理、呈现和分析，并掌握用数据进行说理和交流的能力[5]。

　　结合上述定义，笔者认为，数据素养至少包括3 个层

面的含义：一是在主体层面，专业人员与普通公民的数据

素养应当具有共性和个性，即专业数据素养与公民数据素

养；二是在技能层面，主体应该具备良好的数据意识，掌

握正确的数据收集和获取、处理、推断与辨别、使用和共

享能力，了解数据伦理与规范；三是在知识层面，主体应

当掌握相关的教育学知识、法律知识等。这3 个方面相互

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据素养基本内涵。

1.2    数据素养与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是由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于

1974年在美国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

具以及主要信息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6]，是最熟

为人知的实践能力[7]。2000年，美国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

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简

称ACRL） 将信息素养定义为个人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

以及有效地搜索、评估和使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8 ]。依据

A C R L 关于高等教育中学生信息素养的能力标准的界定，

信息素养至少包含了信息意识、信息获取、信息辨别与吸

收、信息利用以及信息伦理5 个方面，目的在于解决实际

问题。

　　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信息”，“数据”的内涵更窄且

具体。张静波将“数据素养”视为“信息素养”的一个子

集，并认为，“信息素养”是生活在信息时代普通民众应具

备的一种能力，属于科普教育的范畴；而“数据素养”主

要是指科研人员在开展科学研究时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属

于专业技能教育的范畴，因此，“数据素养”应该是“信息

素养”教育的进一步提高和深化[9]。Thompson等人也认为，

数据素养与信息素养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处理数据比处理

任何其他类型的信息更复杂[10]。然而，随着计算机和互联

网的发展，数据获取与操作、数据总结及表达等内容也成

为信息素养的内涵元素。因此，数据素养与信息素养表现

在获取、理解、评估、管理、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上又具有

相似性。

2    跨学科中的数据素养

　　从学科角度来说，数据素养研究以培养与学科内容相

关的能力为主，无论是课程的教育实践，还是理论意义上

的探讨。如下页表1所示[11-15]，数据素养研究大多在界定

数据素养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提高数据素养水平。目

前看来，大多数研究者相信，数据素养可以通过数据意识

以及数据获取、处理和交流等能力方面表现出来，这也是

实施数据素养教育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具体到特定学科

领域，数据素养水平的衡量方面又是截然不同的。

2.1    数学：注重学生统计素养的提升

　　统计知识的教学历来是中学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对

于统计素养的重视为数据素养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数学教育主要是将统计学的知识与方法纳入到课程内容

之中并不断地反映在课程教育改革之中，以培养中学生

的统计素养，即阅读和解释数据的能力。例如，2005年，

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简称

ASA）颁发的《美国统计教育评价与教学指导纲要（中小

幼）》提出了“统计素养”一词，并将其作为统计教学的

终极目标[16]。

2.2    物理学：主张探究式学习的运用

　　国内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信息技术与物理课程整

合阶段，在这种数字化物理教学环境中，物理教学应该以

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水平为目的、以提高学生数据素养水平

为抓手、以实现主流学习范式从被动接受走向自主合作创

新为目标[3]。因此，物理教学中的数据素养研究会更多地

依赖理论、实验和数据探究式教学来完成。

2.3    社会学：社会学科也需要数据素养

　　2013 年，ACRL 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一致认可

数据素养的重要性[17]。社会学关注定量与定性的社会研

究，数据（或信息）统计和分析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实施

一项社会调查，或者搜集某一社会学主题的文章，理解各

种图表以及基本的统计概念和术语，均与学生或者研究者

的数据素养相关。

2.4    图书情报学：开展数据素养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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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历来承担着社会教育和资源保存的职能。然

而，大数据时代则要求图书馆在服务方式和内容上做出调

整。张晨将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职能改变归结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图书馆将成为社会数据中心；另一方面，图

书馆将成为社会继续教育、素养（信息素养与数据素养）培

养中心机构[18]。因此，数据素养教育可以依托图书馆员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将用户的数据素养教育以嵌入式课程的

方式进行；同时，图书馆员也可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制订个性化的培训，开展数据素养教育活动。

2.5    新闻传播学：重点培养实践操作能力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内

容，不仅包括数据的发现和获取，而且要对挖掘到的数据

进行解释说明。正如刘颖婕等人所说，新闻业需要注入新

的思维方式和技术等，在新闻的产生、编辑及报道等方面

做出改变[19]。因此，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在新闻传播

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具备良好的数据素养必不可少，如敏

锐的数据意识，优秀的数据解读、分析能力。

对其进行评价；财经记者基于经济数据做出客观的新闻报

道；图书馆员依据读者借阅数据开展图书馆特色服务等，

这些主题内容构成了数据素养研究系统。

3.1    教育者实现教学相长的过程

　　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学习深奥的知识并将教育学灵活

运用，而且还要学习与同事合作，依据学生学习的数据做

出指导性决定，即“以学生为中心的数据使用”[27]。这些数

据可以来自国家学业水平测试，国家临时或基准评价，地

方成熟的阶段性评价、测试、小测验、学科信息、父母信

息以及教师观察等[28]。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通过运用信息媒介技术以

及个人社会网络来获取、管理、分析和表达数据，这既是

一个学习如何使用数据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交往深入的

过程。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工作者则是一个培训者，可

以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教授他们如何提升数据素养。

3.2    学生群体提升能力的过程

　　学生群体涵盖了中学生、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他们在

跨学科、多主体、多视角——数据素养研究特点综述0 5 2

ISSN 1004-325X | CN23-1331/G2

提出了数据素养的基本内涵并建立了初中生数学教

育过程中数据素养的量化标准[11]

提出了数据素养的概念及其构成的指标体系，认为

中学的物理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数据价值感觉、

数据探究意识和数据探究能力，并开发基于科学方

法的“整合”选修课[3]。

将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现状与读者的数据素养关

联起来，认为图书馆需要从利用数据的深度挖掘提

升读者忠诚度、引导读者进行自助服务、利用各类媒

体培养读者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和分享的意识4

个方面提升读者数据素养[12]。

分析了社会学课程中数据素养教学的研究模块，为

社会学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培养学习量化素养

（Quantitative Literacy）的机会[13]。

认为财经记者的数据素养主要包括敏锐的数据意识、

突出的数据获取能力、扎实的数据分析与解读能力、

较好的数据运用能力以及较高的职业伦理标准[14]

介绍公共事务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用于发现线索和

深入报导，使学生获得数字工具技术和计算机辅助

报道的经验[15]。

表1    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数据素养研究一览表

数学

物理学

图书

情报学

社会学

新闻

传播学

学科领域

自然

科学

人文

社会

科学

研究名称

初中生数据素养评价指

标与试题

论物理教育中数据素养

的培养

图书馆数字资源对读者

数据素养的提升分析

Integrating Sociological Re-

search into Large Introductory

Courses: Learning Content and

Increasing Quantitative Literacy

财经记者与数据素养

Public Affairs Data Journalism

at Stanford

作者或单位

陈娜萍

项    华

王    显

Atkinson、

Brewster

金兼斌

斯坦福大学

研   究   内   容

3    不同主体的数

据素养研究

　　过去任何一个

时代都没有做到像

今天（大数据时代）

这样，将学生、教育

者、图书馆员、记者

等群体紧密联系在

一起。人们被复杂

而多样的数据所包

围，也就与数据素

养 教 育 发 生 关 系

（如表2所示[20-25]）。

杨瑞龙等从企业理

论角度进行分析后

认为，公司治理应

该鼓励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26]。同样地，

在数据素养研究过

程中，教育者依据

学生在校表现数据



数据素养培训课程和计划的过程中，培养了对数据的敏感

性或者数据意识，增强了使用恰当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整

理、呈现和分析并用数据进行说理和交流的能力。具体来

说，中学生以解决具体的课程问题为目标，如物理问题、

数学问题；研究生则重点关注如何做好一项社会研究，并

在科研周期内不断提升自身的数据素养；而本科生的能力

发展兼而有之，既要熟练解决问题，也要涉及对学术素养

的培养。

3.3    图书馆员履行职能的过程

　　为了让用户具备基本的数据素养，图书馆员通过讲座

培训（如新生入馆培训）、参考咨询等途径，向用户普及数

据检索知识。同时，图书馆还独立开设或者与院系合作开

办数据素养的课程（必修或通识），包括数据获取、数据筛

选、数据共享、数据保护、数据评价等内容。例如，伊利

诺伊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合作实施了数据监护

教育计划（Data Cure Education Program，简称DCEP），即

在成熟课程基础上添加数据监护新内容的建设方法，研究

和学习数据保存、数据监护和数据标准等方面的内容，以

帮助提升众多学生以及教师的数据素养[29]。此外，在数据

密集型科研环境下，研究者面临着数据引用、数据出版等

一系列数据管理问题，而图书馆员则可以通过定题服务、

数据整理和文献传递等工作，为其提供专业帮助。

3.4    记者揭示社会事实的过程

　　记者在向公众传达国家政策和向国家反映社会事实情

况的舆论传播过程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在互联网高速发展

的信息化时代，技术革命使得数据呈现爆炸增长的态势，

新闻报道更加关注数据内容。为了准确与合法地报道社会

事实，记者应当具备以下的基本数据素养：一要具备敏感

的数据意识，即对身边的各种数据倾注更多精力；二要通

过合法途径获取可靠、关键的数据，既熟练运用数据库、机

构知识库等，也善于从人际网络中获取资源；三要能够对

数据进行合理解读与分析，如关联分析、趋势分析[30] ；四

要利用数据客观准确地报道社会事实，切忌歪曲真相。以

数据新闻记者与财经记者为例，前者强调从数据资料的挖

掘中发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而后者则以解读经济发展、

帮助民众了解和判断相关行业和企业状况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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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素养培养的角度，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

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简称PISA )中的数学素养测试样题

与我国中考的数学试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了我国中考命题的

基本思路和策略，以提高中学生数据素养水平 [20]。

调查工程学科研究生和教师数据管理实践描述的信息，总结出了结

构工程学科的学生所需要的数据管理技能，并指出图书馆员可以利

用自身的专业技能提高学生数据管理的能力，而土木工程学院教师

也可依据学科规范和学生的经验，为学生提供帮助[21]。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中，在校大学生所产生的数据

可以反映其言行举止与思维状况，数据素养是辅导员必备的素养之

一，辅导员应对大学生网络数据进行搜集与分析处理[22]。

为了支持教育工作，需要提升教育者的数据素养，一方面需要将高等教

育工作机构与专业培训人员的指导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要

加强教育学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并将教育学灵活运用；同时教育工

作者要学习与同事合作，依据学生学习的数据来做出指导性决定[23]。

作为数据共享的利益相关者，图书馆员在元数据和数据管理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数据素养融入教学之中，会

有助于研究者科研过程中的数据使用和数据管理 [24]。

认为新闻记者应当具备良好的数据新闻素养：有效地获取数据、科

学地分析和解读数据、准确直观地传达数据[25]。

表2     不同主体的数据素养研究一览表

中学生

研究生

研究主体

学生

群体

研究名称

数据素养视角下的 P I S A

与中考统计试题比较研究

Data Management Skills

Needed by Structural Engineer-

ing Students: Case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论大数据时代辅导员的新

素养

Teaching Educators Habits

of Mind for Using Data

Wisely

D a t a  S h a r i n g  a n d

Discovery: What Librarians

Need to Know

数据新闻记者的数据素养

作者或单位

陈娜萍、袁智

强、章浩伟

Johnston、

Jeffryes

黄    俊

 Bocala、

Boudett

Macmillan

沈浩、谈和、

文蕾

研   究   内   容

教育者

图书馆员

记    者



4    不同视角下的数据素养研究

4.1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数据素养研究

　　在表3 中，从数据生命周期角度来说，数据素养是指

完成原始数据、数据收集与组织、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

共享与存档的过程；就科研生命周期而言，数据素养是指

研究人员在科研项目的计划、启动到结题整个过程中具备

的处理和应用数据的技能。同时，数据生命周期内的行为

规范问题也将与科研人员相关。前者将数据作为研究对

象，而后者关注的是科研数据。虽然二者的研究侧重有所

不同，但是在数据素养的核心内容上却有一致要求，即主

体应该具备数据获取、收集、组织、分析、表达、共享等

能力。除此之外，在科研中，“数据共享”和“数据引用”

等都需要具备数据素养[35]。

4.2    基于多数据来源下的数据素养研究

　　从来源上说，数据既可以由调查所得，也可以通过观

测的方式获取，如表3 所示。与大多数研究不同，这类数

据素养研究主要以观测数据的方式展开，同时更多地关注

数据来源的多样性。由于获取方式存在差异，这类研究可以

视为数据素养研究的另一视角。此外，随着网络的蓬勃发

展，元数据得以出现。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36]，是

对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属性及与其他资源的关系的描

述。而在如何利用元数据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元数据素养

应运而生，它是指信息化环境中概念化、创建和利用元数

据的一种能力。所以，有关元数据素养研究必然涉及到对

于数据素养的讨论和分析。

4.3    数据驱动决策视角下的数据素养研究

　　所谓数据驱动决策，是指依据数据做出决策, 又称数

据决策。例如，教师通过收集学生在校测验成绩、家庭信

息等数据，做出关于学生管理和教育的策略或计划[28] ；政

策制定者通过获取关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拟出未

来发展蓝图。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活动既是一个决策过

程，也是一个使用数据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数据素养作

为支持。Marsh 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数据收集—数据辨别

和分析—信息解读—反应和行动—结果评估，这一过程并

非是线性的，而是循环往复的[37]。

5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数据素养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主体”

和“多视角”的特点：（1）从研究领域来看，数据素养研

究不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其重要性在不同学科中也充分

得到了体现。在数学教育中，数据素养研究注重统计知识

的教学和能力的训练；而在物理学的教育中，探究式的学

习更有助于提高学习效果。（2）在研究主体方面，从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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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

数据来源

决策行动

孟祥保、李爱国

Mokros、Wright

Schildkamp、

Poortman、

Handelzalts、

Schildkamp、

Kuiper

认为“科学数据素养”包括3个层次：具有“数据”意识，能够认识到数

据是一种资源 ；具备数据基本知识与技能，熟悉数据生命周期与科研生

命周期，在特定专业领域内具有查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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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能够利用数

据资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31]。

利用水族馆或动物园等引人注目的场所进行数据观测，在此过程中加深学

生对提出问题、数据收集、数据描述、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整个循环的理

解，由此来扩展学生的数据素养[32]。

研究数据团队（Data Team）在数据驱动决策方面的效果。数据团队由教

师与学校领导者组成，共同体验学习如何使用数据的过程[33]。

认为数据驱动决策是对可获得的现有最佳数据源进行系统分析，并根据分

析结果做出决策，通过实施和评价以提高绩效和服务的一个连续过程[34]。

表3    不同视角下的数据素养研究一览表

研究视角 研究名称

国外高校图书馆科学数

据素养教育研究

Zoos, Aquariums,  and

Expanding Students' Data

Literacy

Data Teams for School

Improvement

Data-Informed Curriculum

Reform: Which Data, What

Purposes, and Promoting and

Hindering Factors

作者或单位 研   究   内   容



来看，中学生、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均成为数据素养研究

的重点对象，数据素养培养具有层次性；从横向来看，主

体包含了学生、教师、馆员、记者等群体。这反映了数

据素养研究具有普适性，因此，对于数据素养的定义也

有所不同，即有了专业数据素养与公民数据素养之分。

（3）基于研究视角，其研究路径分为基于生命周期的数

据管理、基于数据决策的用户行为以及基于数据来源多

样性3种，分别从培养用户数据管理能力、数据使用能力

以及用户的数据意识 3 个方面为提升用户的数据素养水

平提供参考。

　　一言以蔽之，数据素养研究虽然出现了上述研究的差

异，但是这些研究均是在分析数据素养内涵的基础上，为

数据素养的教育提供某种思路和借鉴。因此，本文基于

已有的研究成果，针对未来数据素养研究提出以下几点

思考：

　　第一，拓展数据素养研究范围，促进数据素养教育。数

据素养研究的跨学科属性，使得数据素养教育也具备了多

学科交叉特点。数据的收集、处理等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出

现在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尤以定量研究最突出。因此，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过程中，了解计算机科学或者管理

信息系统，熟悉结构查询语言（SQL）、相关数据库、数据

操作技术、统计软件（S P S S ）以及数据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的使用，对研究结果的可行度和科学性的提

高有很大帮助。

　　第二，争取数据素养研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学校系

统中形成的一致想法有助于学校师生数据素养的培养。例

如，学生、教师以及学校领导者在关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评

价指标方面达成统一意见，将使学生的表现得到提升。上

行下效，政策是否被有效遵循和实施，取决于上下同心

同力的程度，包括舆论宣传、社会参与等。袁智强通过

研究，发现各个国家逐渐意识到本国存在的数据素养缺

失问题，并从政府为教育开放数据库、教师重视统计核

心概念教学、课堂经历PPD A C 循环 3 个维度提出了解决

问题的方法[38]。

　　第三，构建数据素养教育案例库。图书馆以及图书馆

员可以利用其资源和专业优势，为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学习

或者科研工作提供帮助，如查证查引、跟踪科研、文献传

递等，并通过信息检索课程，针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生和

老师进行专业培训和指导。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图书馆相

继开设了针对不同用户需求的通识教育和学科专题课程，

实施了旨在提高用户基本数据素养的专题讲座等。如果对

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进行汇总和处理，形成数据素养教育

的案例库，那么将会对数据素养的教育有所帮助。

　　第四，注重数据素养研究的系统性。由于缺乏统一的

理论体系，致使数据素养的研究未能成熟化。从目前研究

来看，与有关数据意识、使用、管理和分析的研究相比，

数据伦理以及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受关注的程度更小。

杨晓琼认为，数据素养的内涵还应包括数据道德，即要培

养受教者的知识产权理念，在合法基础上合理地获得数

据，并正确地表达数据来源，防止出现非法存取现象[39]。

此外，面对当前数据巨大商业价值的诱惑，以及更加数字

化、开放化的环境，维护（个人或者国家）数据安全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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