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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素养研究: 源起、现状与展望
* ①

孟祥保 常 娥 叶 兰

摘 要 数据素养是科研人员和图书馆员的核心素养之一，是透视数据管理服务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本

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综述和归纳分析，将数据素养目前的研究内容分为数据素养内涵、数据素养需求、数据

利用行为和数据素养教育四个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可分为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研究路径和基于信息

素养的用户行为研究路径; 研究内容上，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相互促进; 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

结合。针对现有研究内容及不足，本文建立了一个整合的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的五个方向: 用户数据需求与

利用行为，数据素养概念模型，数据素养影响因素，数据素养教育，数据素养评价，以期为数据素养研究提供思路

借鉴，推动数据管理服务深入发展。图 2。表 5。参考文献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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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Literacy Ｒesearch: Origins，Progress and Prospects

MENG Xiangbao，CHANG E ＆ YE Lan

ABSTＲ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ata-int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s of big data， data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competencies for researchers and librarians． Data literacy also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ervic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ketch
out the general tendencies， gaps and opportunities of data literacy in order to delineate the findings so far
and suggest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e paper performs a thorough search in the following databases: Web of Scien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merald Insight， Elsevier ScienceDirect，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 Theses， Springer LINK， 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 SSH，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 and in the academic e-journals which include PLoS 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Journal of eScience Librarianship． It also browses the academic websites such as
Association of Ｒesearch Librari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Ｒesearch Libraries to capture data literacy li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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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s． In addition， research projects on data literacy in the HiＲesearch Global Ｒesearch Projects database are
browsed． Data literacy， science data literacy， research data literacy， 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数据素养 are selected as search terms in subject search． Therefore， the types of selected literatures con-
sist of articles， academic websites， dissertations， scholarly monographs and research projects． The retrieval
deadline is September 2015． At last， 115 related literatures are identified and selected for analysi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re content analysis and inductive method． It tries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literature following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origin-progress-prospects．
The literature review consists of three sections． Section 1 tries to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origin of data lit-

eracy which includes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paradigm development， researcher s requirement of data cur-
ation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library s data management service practices， for example，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constructing data infrastructure， setting data librarian position． Section 2 summarizes the basic
data literacy research contents as follows: 1) data literacy concept is defin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e is
data curation focusing on research process， and the other focuses on research data use and reuse．
2) Ｒesearcher s requirements of data management consist of data creation， data storage， data organization，
data citation， data publishing and data ethics． 3) The research on users behaviors of data curation focuses
on the researcher s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of scientific data publishing， citation and sharing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4) The research projects and scholarly monographs of data literacy offe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guidance to education practices． The teaching cases of data literac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iza-
tion and embeddedness．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data literacy． On the whole， the re-
search results of data literacy have three features: firstly， research path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data curation based on research lifecycle， and the other is user behavior based on literacy． Secondl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re highly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hirdly， on
methodology， it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stud-
y， case study，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 Section 3 propos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data
literacy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tent． Then it dwells on the five
urgent and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namely users needs and behavior of data curation， conceptual model of
data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ata literacy，dat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data literacy evaluation． Mean-
while， it illustrat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ve research directions． Additionally， it presents a few
suggestions such as research view， research approach， research methods， data resource and results applica-
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2 figs． 5 tabs． 77 refs．
KEY WOＲDS
Data literacy．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Ｒesearch data． Data curation． User service．

0 引言

随着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的日益兴起，e-
Science 和 e-Social Science 的深入发展，以及大

数据的持续影响，数据管理服务成为图书馆发

展新的增长点，《不断生长的知识: 英国图书馆

2015—2023 战略》指出:“我们正处于数据创造、

分析、开发的大数据时代。”［1］数据管理服务能

力成为图书馆核心竞争力之一，美国新媒体联

盟《地平线报告( 2015 图书馆版) 》指出: “数字

数据管理的发展将最终促进更为准确的主题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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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结果和引用，以及帮助用户更为有效地管理

和展示相关资源。”［2］数据素养成为馆员及科研

人员的必备素养之一，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

协会(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Ｒesearch Librar-
ies，ACＲL) 《2015 年环境扫描》提出:“数据馆员

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素养对话，学习新的

教学策略，并基于自身专业做出贡献。”［3］ 在此

背景下，欧美等许多图书馆开展数据素养教育

活动，积极回应用户的数据管理需求和适应数

字科研环境的变化。

对于数据素养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从不

同角度进行探讨，诸如数据素养与数据管理的

关系，科研人员数据引用行为及特征，数据素养

教育实践及策略，其中较受关注的是 Koltay 从

理论上分析的数据素养概念［4］。然而尚缺乏从

学理上对数据素养展开系统而深入的辨析与讨

论。有鉴于此，本文基于系统梳理与逻辑建构

的双重视角，旨在探讨“数据素养”的源起、内

涵、需求、行为、教育等重要议题，以期为数据素

养与数据管理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以“Data Literacy”“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数 据 素 养”为 主 题 词，在

Web of Science、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Academic Search Premier、Emerald、
Elsevier ScienceDirect、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 Theses、Springer LINK、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 SSH、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

献，并 浏 览 AＲL、ACＲL、D-lib Magazine、PLoS
On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
Journal of eScience Librarianship 等专业学会网站

和网络期刊，收集相关资料。鉴于数据素养是

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专业术语不统一可能会造

成漏检，因此进一步细化检索策略，并进行引文

追溯以弥补直接检索的不足。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9 月，最终得到 115 篇文献，其中英文 95 篇，

中文 20 篇。此外，在“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整合

检索系统”中查得数据素养课题 6 项。发表文

献分布年代如图 1 所示，2013 年以前数据素养

研究发展缓慢，2014—2015 年呈现高速上升趋

势。在分析方法上，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方法逐

篇深入 阅 读 相 关 文 献，按 照“源 起—现 状—展

望”逻辑结构提炼和归纳相关研究主题。

图 1 数据素养研究领域文献年代分布

1 数据素养研究的源起

1. 1 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是数据素养兴起的

外在驱动力

2009 年，《第四范式: 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 The Fourth Paradigm: 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 一书出版，标志着数据密集型科研范

式的确立。其突出特点是科研流程建立在数据

基础之上，对数据的获取、分析、管理与共享能

力以及数据伦理成为科研人员的必备素养，例

如《科学》( Science) 专刊讨论科研数据利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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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据隐私保护问题［5］。诸如计算社会学

(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数据新闻( Data Jour-
nalism) 、数 字 历 史 ( Digital History ) 、数 字 人 文

( Digital Humanities) 、文化组学( Culturomics) 等

研究前沿悄然兴起，这些领域无疑与数据、数据

素养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科研人员，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数据收集、组

织、分析与应用能力、数据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要求，从数据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满足需

求的价值在研究层面上远远大于精致计算、细

致操作的价值”［6］。

数据分析与运用能力也成为各个领域发展

的驱动力。2011 年，美国教育部发布《教师利用

数据影响教学的能力: 挑战与保障》研究报告，

系统阐述了教师数据素养问题［7］。2012 年，联

合国发布大数据政务白皮书《大数据对发展的

挑战与机遇》［8］，提倡数据驱动发展。事实上，

数据素养对图书馆也至关重要，对图书馆多源

异构数据的整合、挖掘、分析与应用能力成为服

务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数据驱动决策、数据驱动

采购、数据服务、数据关联分析与可视化展示等

成为图书馆发展新的增长点。

1. 2 用户需求是数据素养勃兴的内在动因

从科研流程来说，科研人员在基金申请中

的数据管理计划需求、科研工作过程中的数据

管理与分析需求，以及学术成果发表过程中的

数据出版与共享需求等构成数据素养发展的内

在驱动力。
( 1) 数据管理计划需求。为了进一步扩大

基金资助成果的影响力和规范科研基金管理，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
dation，NSF) 要求自 2011 年起 NSF 所有申请项

目必须附有规范的数据管理计划［9］。随之，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英国艺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 ( Arts
and Humanities Ｒesearch Council，AHＲC) 、英国

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
cial Ｒesearch Council，ESＲC ) 、惠 康 基 金 ( Well-

come Trust) 等机构也做出相应的数据管理计划

要求，具体包括“数据类型与格式、元数据与文

档记录、数据存储与安全、数据长期保存、伦理

道德和版权事项、数据管理成本规划”［10］。数

据管理计划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无疑对科研人员

的素养提出了挑战，如何制订符合科研基金要

求的数据管理规范以及如何有效管理科研数据

成为科研人员、科研管理部门以及图书馆面临

的共同问题。
( 2) 数据管理与分析需求。科研人员在科

研过程中，首先面临数据采集需求，包括数据来

源、采集工具与方法、数量与格式等，二手数据

的采集还包括合理使用、数据引用等需求; 其次

是数据分析需求，运用合适的算法去计算数据，

选择恰当的软件去分析数据，以及如何向同行

解释和展示数据，都是科研人员必备的素养，例

如数据可视化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信息图、云
图、思维导图等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1］; 再

次是数据组织的需求，需要一整套的工具去组

织、存储和发现科研数据，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

的数据注册平台正是基于科研人员的需求而开

发的［12］。
( 3) 学术成果出版的需要。从科研成果产

出角度来说，科研数据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形态。

在新型学术交流环境下，数据期刊成为科研数

据出版的重要载体，如《自然》( Nature) 出版集

团的 Scientific Data、Elsevier 出版的 Genomics Da-
ta、中国科学院 2015 年创刊的《中国科学数据》。

目前，数据期刊的出版主要有纯数据出版、数据

与文章整合出版以及数据为附录出版这三种模

式［13］。无论是何种出版模式，都对学者数据素

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如何根据自身专业特

点选择合适的科研数据知识库发表论文，如何

选择权威认证的科研数据知识库以保证数据能

够被发现、引用和共享［14］。学者将这一能力进

一步演绎为学术出版素养，即科研人员通过合

适的方式参与开放存取出版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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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图书馆界积极实践是数据素养成长的直

接推动力

( 1) 嵌入学术工作流，深入开展用户教育。
2015 年，ACＲL 正式通过《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

架》，其突出特点是将“信息素养与学术过程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信息素养作为学术过程的

一部分”［16］，更为强调将信息素养教育融入学

术活动的生命周期。数据素养教育同样主张

嵌入性，强调能够支持整个学术工作流，能够

围绕数据生命周期开展相应的培训，更为注重

教育的学科专业性。因而，数据素养教育可以

视为信息素养教育在大数据时代的拓展和细

化。目前，图书馆开展的数据素养教育一般是

“利用 Libguides 建立科学数据管理资源导航、

数据素养通识教育、学科数据素养教育三种模

式”［17］。
( 2) 建立科研数据基础设施，提供数据素养

教育平台。诸如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 Data Stag-
ing Ｒepository、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 DataShare、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社会科学数据平台等科研数

据知识库，为数据存储、组织、保存、出版等活动

提供可信基础设施。截至 2015 年 10 月 11 日，

在 re3data． org 注册的科研数据知 识 库 已 达 1
347 个。数据基础设施在功能上能够支持数据

管理计划、论文发表所必需的数据存储管理、数
据使用需要、科研合作以及数字科学和数字发

现［18］，例如欧盟的 EUDAT 项目旨在为欧洲所有

学科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提供完整的系列的数

据服务、技能和技术解决方案［19］。此外，数据管

理工具的开发与应用推动了数据素养教育的发

展，2010 年英国数字管理中心 ( Digital Curation
Centre，DCC) 推出在线数据管理计划创建工具

DMPonline，2011 年美 国 加 州 数 字 图 书 馆 数 据

保存中心(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uration Cen-
ter，UC3) 等机构推出 DMPTool 数据管理工具，

这些机构的不懈努力将数据管理计划推向一

个极致，促使其成为高校图书馆数据服务的内

容之一［20］。科研数据知识库与数据管理工具

为数据素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平台，而数据素

养教育则成为连接科研数据知识库与科研用

户数据管理需求的桥梁和纽带。
( 3) 设置数据馆员岗位，为数据素养教育配

备必要人员。科研数据管理需求不断增长，图

书馆顺势而为，开展数据管理服务活动。司莉

对世界 50 所顶尖大学图书馆的调查表明，数据

管理 技 能 培 训 成 为 图 书 馆 数 据 服 务 内 容 之

一［21］。图书馆因势利导，设置数据馆员岗位。

蒋丽丽对国外 61 所设置数据馆员岗位的高校图

书馆的调研显示，数据素养教育是数据馆员服

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数据管理基础理论知

识、数据管理技术和数据管理工具利用［22］。图

书馆具有信息组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知识

服务、学科服务等知识沉淀与技能积累，具备

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先天优势。数据馆员是数

据素养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数据素养发展的

能动主体。

2 数据素养研究现状

2. 1 数据素养内涵

( 1) 数据素养的定义。从目前掌握的文献

来看，较早明确提出“数据素养”这一概念可以

追溯至 2004 年《信息素养、统计素养和数据素

养》一文［23］。关于数据素养的定义，目前尚未

形成统一认识，因而在术语上有的称之为“数据

信息素养”( 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 ［24］，有的

则是“科 学 数 据 素 养”( Science Data Litera-
cy) ［25］，还有称之为“科研数据素养”( Ｒesearch
Data Literacy) ［26］。综 观 现 有 数 据 素 养 定 义 研

究，基本是以科研数据管理视角 ( 关注数据生

产、组织和存储等环节) 和数据利用视角( 以信

息素养为逻辑框架，关注如何利用与再利用科

研数据) 两条线路展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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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素养定义的代表性研究

视角 作者 时间 对“数据素养”的定义

数据管理

Qin Jian 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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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素养虽然与信息素养、数字素养类似，但是

科学数据素养主要关注数据收集、加工、管理、评价与使用的多种能

力，而非基于文献价值，强调在科研过程中研究者对数据产生、操作

和使用数据集的能力［25］。

Gray 等 2012
数据素养是消费知识的能力、连贯性产生和批判性思考数据的能

力，包括统计素养，以及理解数据集如何处理、如何生产、如何关联

各种数据集和如何阐释［27］。

数据利用

Carlson 等 2011
数据素养是理解数据的意义，包括如何正确地读取图表，从数据中

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能够指出数据被错误或不恰当使用［24］。

Calzada Prado 等 2013
作为信息素养的组成部分，数据素养促使个体能够获取、解释、评

估、管理、处理和合理利用数据［28］。

孟祥保等 2014
具有“数据”意识，具备数据基本知识与技能，能够利用数据资源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17］。

沈婷婷 2015
数据素养就是对数据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也是对数据的理解、

交流、获取、运用的能力，同时也要具备批判性的思维［29］。

张艳梅 2015
数据素养就是数据行为主体在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

能对所面对的数据进行辩证、科学、正确的认识、操作和管理，进而

使数据为我所用，以挖掘其蕴含巨大价值的能力［30］。

科研数据管理的视角是将数据素养视为连

续统一体( Continuum) ，是个体在数据生命周期

各个环节的数据管理知识与能力的体现，关注

数据生产、组织、存储、共享等各个环节。而数

据利用的视角，侧重于数据素养是个体行为，一

般包括数据意识、数据利用能力和数据伦理三

个方面的内容，如教师数据素养由数据意识、数
据能力和数据伦理组成［31］。虽然数据素养的定

义出发点不同，但是都注重以用户素养提升为

导向，同时也综合考虑了数据生命周期性等特

点。数据素养与信息素养、统计数据、数字素养

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数据素养与统计数据存

在区别，但是均具有批判性思维这一共同点［23］。

信息素养则更为宏观，具备信息素养的人也具

备量化 /统计素养和数据素养［29］。数据素养与

数字素养也存在内在联系，贾东琴和柯平指出:

“数字素养是一个开放、动态变化发展的概念，

它是在强调技术、交流、信息、知识、创新的数字

文化背景下对人们综合能力的要求。”［32］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数据素养是数字素养在大数据背

景下的发展与延伸。
( 2) 数据素养能力维度。数据素养能力是

数据素养的具体体现。Carlson 将数据素养能力

维度划分为数据发现与获取、数据管理、数据转

换与互操作、元数据、数据监护与再利用、数据

长期保存、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以及包括数据

合理引用在内的数据伦理［24］。Calzada Prado 则

将数据素养能力划分为: 确认数据产生与再利

用的情境，识别来源数据的价值、类型及格式，

确定何时需要数据，合适地获取数据，评价数据

及其来源，通过程序计划、组织及自我评价，确

定和利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操作与分析数据，展

现定量信息，应用结果去学习、决策及解决问

题［28］。吴碧薇借鉴信息素养指标，构建了由数

据基本知识，发现和获取数据，阅读、理解和评

价数据，管理数据和使用数据五个板块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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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素养核心能力通用框架［33］。然而能为学界

和业界所广泛认同的数据素养能力框架尚未

建立。

2. 2 数据素养需求

由于对数据素养概念的理解角度不同，对

用户需求的研究基本也是沿着管理和素养两条

路径展开。
( 1) 管理角度。从数据存储、组织、引用、出

版、伦理等科研数据管理环节的角度，调查用户

数据管理需求的内容。前期的用户调查是开展

数据管理服务和数据素养教育的前提。表 2 列

举了国内外图书馆开展的数据管理需求调查。

表 2 科研数据管理需求调查

调查主体 调查时间 调查内容 样本量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校区(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
sity，San Luis Obispo)

2010
数据保存、数 据 共 享 与 教 育 需 求 三 个

方面［34］。
82

康奈 尔 大 学 图 书 馆 (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011 NSF 数据管理计划的主要内容［35］。 86

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1—2012

高校产生科学数据的特征、用户对科学

数据的认知与观念、管理科学数据的行

为 以 及 对 科 学 数 据 管 理 服 务 的

期望［36］。

902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2
科研人员的属性、科研数据管理实践、
数据管理相 关 问 题 的 意 识 与 态 度、对

DataBank 服务的期望［37］。
314

诺丁汉大学(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12

科研数据类型、数据量、数据回溯、外部

科研资助、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管理培

训、数据可获取性、数据知识产权、数据

敏感性与共享、数据存储等［38］。

366

利兹大学图书馆( Leeds University Library) 2012
数据类型、数据存储、元数据、数据管理

计划等内容［39］。
［不详］

俄勒冈 州 立 大 学 图 书 馆 (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2013
29 个问题，主要包括数据数量、类型、格
式，以及教师如何管理自己的数据［40］。

404

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 University of Flor-
ida Libraries)

2013
科研人员收集、存储、保护、分析与共享

数据的行为与需求［41］。
［不详］

综合调查结果可知，科研人员对科研数据

管理政策意识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如何组织

科研数据、如何选择合适的科研数据知识库存

储数据则面临较多问题，数据共享意识也不是

很强，这也正说明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张艳梅从数据素养角度对科研数据

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了解用户需求，通过服

务使其认识数据素养、数据管理及其关系; 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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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作 与 合 作，设 计 既 统 一 又 多 样 的 教 育

内容。”［30］

( 2) 素养角度。主要是调研用户对数据素

养教育课程的需求，如 Carlson［24］、Bresnahan［42］

的研究。Maybee 等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深度了解

营养学和政治学学生对信息素养和数据信息素

养课程大纲的需求［43］。为深入掌握用户的数据

素养教育需求，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管理

服务，可参考 ACＲ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教育框

架》，围绕科研生命周期和数据生命周期，展开

系统深入的数据素养需求调查。

2. 3 数据利用行为

在学术交流系统中，科研人员的数据利用

行为具体体现在数据查找、数据存储、数据出

版、数据引用、数据共享等一系列环节。
( 1) 数据出版行为。数据出版是科研数据

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环节。科研人员对数据出

版的意愿至关重要［44］。科研人员对数据出版的

主要期望是数据的开放获取和数据存缴，数据

同行评议主要考虑方法是否恰当、元数据是否

丰富［45］。在数字科研环境下，科研人员不仅需

要具备一定的数据素养，还需具有相应的学术

出版素养。但是，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目前尚需

深入讨论。
( 2) 数据引用行为。数据引用规范性是数

据利用行为的伦理维度，也是学术规范性的一

项重要内容。然而国内图书情报学、社会学领

域数据引用行为不规范现象大量存在［46 － 47］，且

缺乏规范的数据引用格式，国内科研人员数据

素养亟待提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

社会学学者的数据意识比其他学科强，具有较

强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能力，这也是图书馆数据

服务开展的突破口［48］。为保证数据引用的规范

性和统一性，促进科研数据的快速流动，需要科

研人员在学术成果中对所利用的数据赋予可辨

识、永久、规范的符号系统。DataCite 则致力于

这一规范建设，即发现和支持科研数据的定位、

辨识和引用［49］。
( 3) 数据共享行为。数据共享的最大障碍

是科研过程中数据共享文化与实践的缺失［50］。

在生物医学领域，研究人员一般是与其他科研

人员直接共享数据，很少考虑将数据上传到知

识库［51］。在健康学领域，制度、动机和资源是影

响科学家数据共享行为的因素［52］。国内医学从

业者虽然对科学数据共享有一定了解，但是缺

乏实际共享行为，对相关的科研数据知识库也

缺乏了解［53］。数 据 共 享 行 为 也 是 一 个 过 程，

Fecher 等建立了一个包括数据提供者、科研机

构、制度与规范、研究社区、数据基础设施、数据

接收者六个要素在内的概念框架，以帮助解释

这一过程［54］。此外，科研数据利用中，如何保护

研究对象的隐私也是数据素养的重要内容。

2. 4 数据素养教育

数据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

是实践的知识源泉，同时，数据素养教育实践也

检验了理论研究，为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框架构

建提供实践土壤。
( 1) 数据素养理论研究。科研项目和学术

专著的前瞻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为理解数据素

养提供了独特视角。一是科研项目方面，数据

素养研究课题相继获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NSF) 、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IMLS) 等资助，

具体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见，数据素养教育

主体包括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其他专业学院

等机构，教育对象广泛，包括中学生、本科生、研
究生和具体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等; 研究课题

基本是以开发培训课程为主要目标，为特定对

象开展教育实践; 教育核心内容是介绍科研数

据管理的基本知识、训练数据管理技能。二是

学术专著及时系统总结了近年来数据素养研究

与实践成果，对于理解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具

有“教科书”的意义，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素养研

究学术专著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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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据素养研究课题

表 4 数据素养研究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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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学术专著的内容体系各有侧重。《数

据素养———用户指南》内容较为基础，注重手把

手指导读者如何利用与分析数据。《信息与数

据素养———图书馆的作用》主要站在图书馆立

场上，着重阐述图书馆及馆员在数据素养教育

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数据素养需求研

究具有新意。而《数据信息素养———馆员、数据

与新生代科研人员教育》作为 IMLS 资助的项目

成果，理论研究与实践案例并重，现实研究与未

来展望相结合，具有较高的学 术 价 值。此 外，

《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 最佳实践指南》一书的

内容基本也覆盖了数据素养教育内容，如制订

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组织、数据存储与转换、数

据论文与版权、科研协作中的数据、数据出版与

引用等诸多问题［65］。《科研数据管理: 信息职

业实践策略》一书亦是如此［66］。这两部专著主

要是面向数据管理实践者，从科研数据管理角

度介绍了数据管理理论、数据管理的技能要求

及实践策略。
( 2) 数据素养教育实践。

一是数据素养教学案例，数据素养教育通

常是由图书馆、图书情报学院、相关院系或科研

机构开设。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模式可分为嵌

入式教学、数据空间、在线课程三种模式［67］，如

UCLA 图书馆将数据素养和信息素养教育嵌入

社会学本科生课程［68］。在文献调查中发现，部

分高校针对具体学科专业开设数据素养课程

( 具体见表 5) ，这表明数据素养教育具有学科

化、嵌入性和情景化特点。

表 5 数据素养教育课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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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数据素养教育的主要实施者，

馆员在数据信息素养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提

高自身技术、学科知识和合作能力［74］。

二是数据素养教育策略。及时总结实践经

验是数据素养教育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美国雪城大学秦健博士把数据素养教育成

功经验与策略归结为提高数据意识、基于成果

的学习与评价以及评价教育方案的效率［25］。
Carlson 则认为，最为需要的是将数据素养教育

整合至具体的学科文化和嵌入实验室实践之

中，使科研人员认识到数据管理是其科研流程

中的一个规范的正式环节［75］。国内数据素养教

育起步较晚，也缺少系统性，需要从“科研人员

数据管理需求、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数据馆员、

数据管理平台”［17］四个方面协同推进。从上述

教学案例来看，“与专业教师合作、与学生创新

型学习合作、与数据库提供商合作”［76］ 不失为

数据素养教育的有效策略。图书馆任何服务都

需要建立在丰富资源基础之上，“加强数据资源

建设，使数据的获取更加便捷”［77］，也是推进数

据素养教育的策略之一。当然，数据素养教育

和管理政策的制订、数据科学家人才培养、数据

文化建设［60］等也是促进数据素养教育发展的重

要策略。这些策略的可行性也有待实践进一步

检验。

3 总结与展望

3. 1 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数据素养研究呈现三个

方面特点。
( 1) 研究视角上，分为基于科研生命周期的

数据管理研究路径和基于信息素养的用户行为

研究路径。无论是数据素养内涵的界定，还是

数据需求调研，抑或是数据素养教育实践，都可

以看到两种界限分明的研究视角，这种分歧主

要是对数据素养概念的理解不同所引致的，但

是两者都具有共同时代背景，即数据密集型科

研范式的兴起以及信息素养的深入发展。不难

发现，两种研究路径殊途同归，都旨在提高用户

的数据素养，注重与学术活动过程相融合，着眼

于嵌入科研工作流。
( 2) 研究内容上，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相互

促进。理论研究集中在数据素养定义的界定、

课程设计、数据利用行为等方面，实践研究主要

关注用户数据管理技能需求、教育案例等。对

数据素养概念的认识和界定决定了数据素养需

求调查内容、教育模式等，同时，数据素养理论

又来源于数据素养实践。换言之，数据素养概

念是数据素养研究的细胞，是数据素养理论与

实践的桥梁，数据素养概念的系统化就是数据

素养理论，数据素养理论的行动化便是数据素

养实践。
( 3) 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相结合。文献述评、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

研究等多种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前期以

概念的探讨、具体案例描述和分析、特定用户群

体的问卷调查为主，然后逐步走向深化和细化，

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但重实用轻理论倾向明

显，鲜活的数据素养实践缺乏必要的理论提炼

与升华，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新理论、新思

想、新方法与新观点难得一见，数据素养概念至

今未有被广泛认可的界定。同时，也缺乏微观

尺度的个案深入刻画和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

解读。

3. 2 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在数据素养研究领域取得了重

要研究成果，但是该领域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

阶段，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数据素养

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 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研

究成果，数据素养教育内容还有待系统整合; 由

于缺乏有效的评价方法与工具，数据素养教育

成效还有待检验。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整

合的研究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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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素养研究整合框架

综上所述并结合图 2 可知，数据素养未来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 1) 数据需求与利用行为。围绕用户的科

研生命周期，从数据生命周期角度调查科研人

员的数据需求特征，分析不同学科、地区等属性

之间的差异，从而明确不同用户群体的数据需

求特征。通过实验研究、问卷调查、引文分析等

方法多维度刻画科研人员数据查寻、组织、引

用、出版和共享等行为特征。
( 2) 数据素养概念模型。如前所述，国内外

研究者对数据素养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需

要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建

立数据素养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数据素养相

关人员( 科研人员、图书馆员、数据素养教育者

等) 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建立初始

的数据素养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数据

素养测量初始量表，通过预测试检验、修正量表

的效度和信度。最后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利

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定量角度建立

数据素 养 的 理 论 模 型，界 定 数 据 素 养 的 概 念

维度。
( 3) 数据素养影响因素。微观层次上，检视

科研人员个体的人口自然特征、专业特征、学术

特征等因素与数据素养之间的关系，从个体教

育、心理层面深入揭示数据素养的形成机理; 中

观层次上，分析学术交流模式、教育环境、数据

文化等因素如何塑造数据素养; 宏观上，探索社

会文化、技术、经济、地理等因素对数据素养的

影响，并从这三个层面综合考察上述因素的作

用机制。
( 4) 数据素养教育。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是

数据素养的核心所在。首先，应进一步明确数

据素养教育的理念、目标，数据素养教育与信息

素养教育之间的关系，明确数据素养教育对于

图书馆的作用，证明数据素养在科研中的价值。

其次，开展数据素养教育需求调研，用户需求是

数据素养发展的原动力。开展数据素养教育实

践案例调查，充分借鉴已有成功经验。再次，界

定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框架要素，通过文献遴选、

案例参考、专家论证和需求调研确定数据素养

教育内容。最后，探索数据素养教育如何与信

息素养教育有机衔接和融合，如何在 MOOC 环

境下开展，以及如何与微课相结合等策略。
( 5) 数据素养评价研究。数据素养教育的

探索与完善过程中，需要确定科学合理、切实可

行的评价标准，并以之作为衡量用户数据素养

高低、数据素养教育成效的指标。可借鉴信息

素养评价标准，建立一套维度明确、层次分明、

相互连接的科学评价体系，在价值取向上，能够

体现用户导向、嵌入流程、数据驱动、绩效取向

等精神。具体 包 括 数 据 素 养 评 价 导 向 问 题 研

究，如数据素养评价的使命与理念; 数据素养评

价标准开发的原则与方法; 数据素养评价标准

的内容研究等。最终建立一套能够形成共识的

数据素养标准指南。

五个研究议题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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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需求是数据素养发展的内在动力，用

户数据需求体现为数据查寻、组织、存储、出版、

引用、共享等意愿与行为，用户的数据需求与行

为是数据素养研究的实践基础; ②数据素养概

念模型是数据素养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数据需

求与行为的实践总结与理论概化，换言之，对数

据素养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数据素养

研究范式;③数据素养教育是数据素养概念模

型的具体化和实践化，一般包括教育内容框架、

教育模式、推进策略等内容;④数据素养作为一

项系统工程，系统内外部因素影响着用户数据

行为、数据素养概念界定以及数据素养教育方

式等;⑤如何评价数据素养高低，如何证明数据

素养的价值等问题是数据素养及其教育的社会

反馈，也推动着数据素养研究的持续性改进。

综上所述，数据素养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复

杂性特征。在研究视角上，需要融合基于科研

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研究路径和基于信息素养

的用户行为研究路径，建立起统一的数据素养

概念模型和综合分析框架; 在研究思路上，以信

息素养、数字素养、元素养、行动素养等研究为

逻辑参考框架，以图书情报学内容为核心基础，

积极借鉴教育学、数据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相关

研究成果，逐步建立数据素养内容体系; 在研究

方法上，综合运用实践调查、案例研究、实验研

究等方法，强调多种技术方法的集成创新; 在研

究数据上，使抽样样本能够覆盖不同的用户群

体和区域范围，为研究用户群体数据素养的差

异性提供足够数据支撑; 在研究应用上，应及时

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之中，扩大研究成果的

影响力，检验理论模型的韧性，审视数据素养教

育的成效。

数据素养研究立足于用户需求，以提升用

户数据素养和促进学术交流为价值追求，折射

出图书馆学发展的实践性。数据素养研究以数

据素养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数据素养需求与行

为、数据素养教育、数据素养影响因素、数据素

养评价为主体内容，力图构建较为完整的理论

框架，彰显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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