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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研究生的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张群∗　刘玉敏

　　摘要　梳理了科学数据素养概念及内涵,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现状.
提出４种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基于跨学科合作的嵌入式教育模式;基于科学数据生命

周期的全过程教育模式;基于 MOOC的在线课程教育模式;基于常规服务的全方位渗透式教育

模式.归纳了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特性,最后指出高校图书馆应构建完善的科学数据素

养教育创新体系,彰显图书馆在EＧScience环境的新使命和新价值.
关键词　数据素养教育　教育模式　高校图书馆　研究生　MOOC
分类号　G２５０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３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教育,其
本质内涵是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研究既是研

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学习手段,也是研究生教育培养

目标之一.随着“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第四范

式”的快速兴起,数据不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且

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研人员依据数据来设计科学

研究,在科学研究中获取海量科学数据,再通过对数

据的分析、挖掘发现事实真相,推导出科学结论.科

学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将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而科研人员的科学数据素养将成为科学研究的必备

能力和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面向研究生

这一高级专门人才群体积极开展科学数据素养教

育,已成为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当务之急.

１　科学数据素养概念及内涵梳理

科学数据素养(ScienceDataLiteracy),又被称

为“数据素养”(DataLiteracy)、“数据管理素养”
(DataManagementLiteracy)、“数 据 信 息 素 养”(

DataInformationLiteracy)、“科研数据素养”(ReＧ
searchDataLiteracy)等,表达术语众多,但核心词

汇均为“数据素养”.国内外学者对其内涵认识也不

统一.笔者以“DataLiteracy”“Data Management
Literacy”“DataInformationLiteracy”“数据素养”为
主题词,在 EBSCO、WebofScience、中国知网等中

外学术数据库中检索了相关文献,并通过网页浏览

了部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重点是３３所美国“常春

藤”大学图书馆和我国１１２所“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

馆,采集相关资料,了解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现

状.在此基础上,梳理、归纳了科学数据素养的相关

概念及内涵,列举如表１.
从表１可见,科学数据素养尽管概念及内涵表

达众多,但不外乎从数据管理、应用两个维度来定

义.在这里,针对科学数据素养教育而言,笔者倾向

于黄如花教授对数据素养内涵的解释,该解释简洁

明了,且数据意识、数据能力、数据伦理这３个方面

基本上囊括了数据素养教育的内容.

２　国内外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现状

国外众多知名高校图书馆如哈佛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已开展形式多样的科学

数据素养教育,如学位项目或证书课程、专题研讨、
短期培训、MOOC课程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秦健获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

NSF)项目资助,针对科学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开展“科学数据素养项目”的研究,并公开“数据素

养”课程,培养学生科学数据素养[２].２０１０年,马萨

诸塞大学医学院和伍斯特大学理工学院获美国博物

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ofMuseumand

３９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通讯作者:张群,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７７２１Ｇ８５７５,zhangqun＠jiangnan．edu．cn.



2
0

1
7

年
第3

期

表１　数据素养概念及内涵梳理

作者 概念及内涵 时间

SarahJones等 具有一定数据意识的研究者将有用数据转化为决策支持、方案制定依据的数据操作能力[１]. ２００８

QinJian等 能够理解、使用和管理科学数据的能力[２]. ２０１０

JacobCarlson等
核心能力包括:发现和收集数据、管理与组织数据、数据转换和互操作、数据质量筛选、元数据、数据综

合处理和再利用、数据实践规范、数据保存、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数据伦理等[３].
２０１１

MandinachEllenB．等 理解数据和有效利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包括辨别、收集、组织、分析、总结以及优化数据[４]. ２０１３

JavierCalzadaPrado等 信息素养的组成部分,使个体能够获取、解释、评价、管理及伦理上使用数据[５]. ２０１３

FontichiaroKristin等 包括展现原始数据的能力;通过算法来推导结论,进行决策的能力以及将数据可视化呈现的能力[６]. ２０１６

张静波
研究者在科学数据的采集、组织和管理、处理和分析、共享与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数据的生产、管

理和发布过程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７].
２０１３

黄如花等 包括３个方面:①数据意识;②数据能力;③数据伦理[８]. ２０１６

LibraryServices,IMLS)资助,联合设置了研究生、
本科生在科学数据管理方面的课程计划框架,建立

了数据保存、管理和共享等 ７ 个在线教学模块.

２０１１年,普渡大学、斯坦福大学、俄勒冈大学等图书

馆获IMLS资助,共同开展“数据信息素养培训”项
目,为不同专业研究生提供专门数据素养教学[７].

何海地[９]分析了美国大数据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
其重视校外合作,跨学科开课;重视实践课程.以上

可以看出,美国数据素养教育朝着专、精、深方向发

展.在研究生阶段,主要通过支持各种联合科研项

目,提供创新的跨学科课程,发展特定学科领域的研

究生数据素养教学,以培养大数据时代需要的高层

次专业人才[１０].
国内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研究及实践起步较晚.

近年来我国有关研究生数据素养教育调查显示:目
前我国大部分研究生没有参加过正规的数据素养课

程,高校对研究生数据素养的培养力度不够[１１].郝

媛玲、沈婷婷[１１]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上海

地区高校文理科研究生的数据素养现状进行分析与

对比,揭示文科和理工科研究生在数据意识、数据知

识、数据技能、数据引用等方面的特征及问题.研究

发现:“了解并用过元数据组织数据”的文、理工科学

生均很少,特别是理工科仅为２．１％ ;文科和理工科

均有一半左右的研究生表示,科研团队没有明确规

范的数据管理流程,数据管理处于一种分散无序的

状态;有２３．８％的文科生和４３．６％的理工科生表示

“不太了解”或“不了解”数据引用方法和法规.曲德

强[１２]以上海某理工科大学为调查对象,从数据意

识、数据技能与数据伦理三个维度,分析了本科生与

硕士研究生、男生与女生数据素养的特点、区别及存

在的问题.研究发现:３９．３％的硕士男生与４４．２％
的硕士女生表示从未听过“大数据”;硕士研究生对

于SPSS、Mathmatica、Matlab等数据分析软件的使

用率仅为１０％－３０％;在数据伦理方面,“非常了

解”我国知识产权及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硕士研究

生不到１０％,显示出学生数据伦理教育的欠缺.
由上述国内外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现状的

比较分析可见我国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薄

弱.高校图书馆要明确自身在科学数据教育中的主

体责任,发挥优势,拓展教育职能,将研究生科学数

据素养教育工作纳入其服务范畴,为夯实科学研究

基础、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数据支持,这是数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图

书馆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向.

３　面向研究生的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借鉴国内外

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考虑研究生这一特定对象

学科专业、技能水平、数据需求等存在的差异性,依
据全面性、操作性、互补性和发展性等原则,笔者认

为,面向研究生的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应该从实际出

发,实施有差异的分类分层教学,主要有４种教育模

式:基于跨学科合作的嵌入式教育模式;基于科学数

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教育模式;基于 MOOC的在线

课程教育模式;基于常规服务的全方位渗透式教育

模式.前两种教育模式旨在发展特定学科领域的研

究生数据素养教学,促进数据素养教育朝着专、精、
深方向发展;后两者教育模式则偏向于构建“泛在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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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普遍化”研究生数据素养教学环境.具体

如下:

３．１　基于跨学科合作的嵌入式教育模式

嵌入式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即在专业课教学

中嵌入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内容,把图书馆科学数据

素养教育作为各学科课程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既
完成专业课教学,也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数据管理的

知识和技能,并利用科学数据解决专业问题.国外

已有较多高校图书馆针对具体学科专业开设数据素

养课程的案例,值得我们借鉴.如: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图书馆在社会学专业课程中嵌入数据素养和信

息素养教育,该课程由一名图书馆员和一名数据档

案管 理 员 根 据 教 学 大 纲 合 作 开 展[１３];约 克 大 学

DMTpsych数据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心理学研究生及

科研人员学习数据管理和制定数据管理计划[１４];普
渡大学图书馆开展了农业与生物工程等科技领域研

究生数据素养教育实践,成员由数据馆员、学科专家

馆员和学科成员各一名组成[１５];剑桥大学图书馆数

据素养教育项目DataTrain以考古学专业和社会人

类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教学对象[１６];路易斯安那州

立大学图书馆的弗兰克(Frank)介绍了数据素养教

育在气象学科的具体应用[１７].由此可见,嵌入式科

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要求图书馆数据馆员与专业老

师合作,共同进行课程和教案设计,并承担科学数据

素养教育模块教学.这对图书馆数据馆员的专业性

和结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３．２　基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教育模式

卡尔森(Carlson)提出将数据素养教育嵌入特

定学科或实验室实践之中,使科研人员认识到数据

管理是科研流程中的一个规范的正式环节[１８].剑

桥大学图书馆的DataTrain项目也是按照数据生命

周期设计课程内容,包括项目规划、数据创建、数据

管理、出版、保存及再利用等[１６].科学数据生命周

期源于科学研究的生命周期,而参与科研项目的研

究是研究生教育的必经环节,因此,图书馆可以开展

基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数据素养教育模

式.科学数据生命周期可大致分为数据采集、数据

生产、数据存储和管理、数据保存和共享、数据引用

和出版这５个阶段[１９].“数据采集阶段”是项目启

动前期阶段,图书馆通过数据资源的培训和讲座,帮
助研究生获取数据,为项目立项申报书的撰写及项

目启动提供数据支撑;可介绍数据管理的基本知识,

协助制定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生产阶段”“数据存

储和管理阶段”贯穿于科研项目的整个研究阶段,该
阶段产生大量原始数据和实验数据或调研数据,并
要对数据进行存储和管理,图书馆可融入到研究团

队中,向研究生讲解数据统计、分析软件的使用方

法,帮助研究生学会数据分析处理和利用元数据来

描述数据集的方法;同时,按照原定的数据管理计划

进行数据管理.“数据保存和共享”形成于科研项目

的结题阶段,对生产的科学数据进行充分的保护和

利用,该阶段主要涉及数据的遴选、评价以及数据安

全技术,高校图书馆在这方面颇有优势.在科学数

据生命周期的最终阶段———“数据引用和出版阶

段”,高校图书馆可通过具体案例讲解数据伦理、引
用规范知识,也可培训数据挖掘、数据关联等技术,
以促进数据的再利用,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该教

育模式适于“小众化”的教育,即针对某一课题组参

与某一项目的研究生具体开展;该教育模式也是一

种“实践性”的教育,着眼于培养研究生在科研流程

中利用数据资源解决实际研究问题的能力.

３．３　基于 MOOC的在线课程教育模式

MOOC,即“慕课”,是一种大规模的网络在线开

放学习课程,运用富媒体、富资源和在线网络交互技

术,采用视频讲座、在线讨论、随堂测验、答疑解惑、
互动互评、颁发证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用户只

需登录课程网站注册便可享受到优秀的教育资源.

MOOC以开放、平等、共享的理念颠覆了传统教育

模式,国内外已有多家知名高校开设了数据素养教

育 MOOC课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 Coursera
发布了 “数据科学家的工具箱”“获取和整理数据”
“数据科学”“统计推理”“回归模型”等系列 MOOC
数据素养课程,分别以数据信息的采集、管理、分析、
利用等为教学内容[２０].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

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开设了“大数据算法”,旨在通过

讲授一些大数据基本算法设计思想,包括概率算法、

I/O有效算法和并行算法,并且以最新的研究成果

为导向,让学生了解大数据算法的前沿知识[２１].浙

江大学开设了“数据结构”帮助学生明白一些经典的

数据结构为什么存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最好

地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２１].南京大学的“用 Python
玩转数据”课程以 Yahoo财经数据为基础,通过构

建一个个喜闻乐见的案例,让大家可以以更直观的

方式领略Python,整个课程分５个模块,从 Python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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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语法、利用Python进行数据获取、数据表示、数
据的统计分析及可视化,到最后设计一个简单的

GUI界面来表示和处理数据,层层推进[２１].基于

MOOC的在线课程教育模式,使研究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环境、时间、兴趣、经济等进行自主学习.同时

MOOC的交互性,使得研究生的知识获取与内化不

是“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学习社区中交互式讨论获

得,更符合高层次研究生创新性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的需求.高校图书馆应紧跟时代潮流的步伐,借鉴

已有的 MOOC课程的成功经验,开展研究生科学数

据素养教育.

３．４　基于常规服务的全方位渗透式教育模式

高校图书馆的常规服务包括流通阅览服务、信
息素质教育、参考咨询、学科服务、诚信教育等,图书

馆可以在这些常规服务中渗透科学数据教育,构建

全方位渗透式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包括:
(１)流通阅览部门通过定期公布阅读数据、张贴

有关数据知识的海报,设立“数据知识角”等方法,努
力创建一个良好的“数据空间”“数据环境”,“润物细

无声”地培养学生的数据意识.
(２)利用信息素质教育课这一学分课程开展科

学数据通识教育和技能教育,使研究生掌握科学数

据的基本知识,培养数据能力.
(３)依靠学科馆员制度,借助学科服务和学科平

台针对特定学科的研究生提供数据专题讲座与短期

培训.
(４)在参考咨询服务中提供面向特定用户的个

性化科学数据教育模式,并能根据用户特征适应性

推送学习资源.
(５)在学术诚信教育中强调科学数据在科研究

中的基础作用,并进行数据伦理、引文规范的教育,
防止因数据引用不当、造假而导致学术不端.

该教育模式为“普遍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教

育,渗透于图书馆日常服务工作中.

４　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特性分析

由上述４种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式的总结、分
析可见,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无论是从其教育

内容及其采取的教学方式,还是从研究生这一特殊

受教者群体,或者从图书馆数据馆员这一施教者群

体来看,均具有显著的特性.其特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５个方面:

４．１　专业化

学科专业是高校图书馆区分用户群最自然、最
基本的依据.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对科学数据素养技

能的需求不同,如工程学科以实验数据为基础,可重

点介绍实验数据统计、分析以及数据的可视化等;人
文社科研究主要依赖于调查数据、政府公开统计数

据等,可以侧重于数据的收集、评价能力的教育.在

笔者设计的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体系

“５W”模型[１９]中,用单独的一个层来表示不同的学

科,以体现学科差异性.该专业化特性尤其体现在

基于跨学科合作的嵌入式教育模式中.若不具备专

业性,不根据专业特点设计教程内容,嵌入式教育模

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图书馆的科学

数据素养教育应强调学科专业特点,根据学科用户

的不同需求区别化设计科学数据素养教育课程内

容,发展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数据素养教学.

４．２　渐进式

由于研究生的科学数据素养基础水平差异,在
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中可以探索“科学数据素

养教育渐进式教学方式”.该教学方式包括以下四

个层次教学内容:首先为科学数据意识教育.即介

绍科学数据的基本知识、相关概念等,培养数据意

识;第二为科学数据素养技能教育,使研究生掌握数

据获取、分析、管理、保存、共享、引用等方面的知识

与技能;第三为科学数据素养应用教育,通过具体的

案例或项目讲授数据挖掘、数据发现等技术,训练研

究生利用数据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够制

定数据管理计划;第四层次是创新能力提升教育,该
层次主要是帮助研究生掌握科学数据质量筛选、评
价、聚类、关联、整合、再发现等方法,从数据集中识

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数据,融入自己已

有的知识,从而实现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在基于常

规服务的全方位渗透式教育模式中可利用该特性有

侧重地开展教育工作.比如流通阅览部门“数据空

间”、“数据环境”主要为科学数据意识教育;信息素

质教育课主要为科学数据素养技能教育;而学科馆

员、参考咨询服务则偏重于科学数据素养应用教育、
创新能力提升教育.当然,在基于 MOOC的在线课

程教育模式中,也完全可以根据该特性“渐进式”地
设置教学内容,由浅入深,逐步递进,使研究生能全

面、系统地掌握并利用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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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研究性

科学研究能力是研究生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研究性是研究生教育的显著特征,因此,
研究生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应着重培养研究生从事科

学研究的能力.知识可以传授,而能力则必须在教

师的指导下,由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探索和总结才能

获得.研究生在学习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相关的基

础理论知识后,必须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在科研中培

养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管理、数据安全等的能力.
基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教育模式正是在这

一特性的基础上而专门设计的.通过科学数据生命

周期的全过程教育,研究生才能牢固树立数据管理

是科研流程中的必经环节这一意识,才能实现从数

据知识到数据发现和数据创新的突破,才能实现从

学生到真正的高级专业科研人员的转变,才能实现

从导师指导下从事科研到自己独立开创新研究领域

的飞跃.

４．４　创新性

创新性是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征.为了开展科

学数据素养教育这一创新型教育,高校首先应建立

以图书馆为主要承担者、包括其它相关部门及群体

(如发展规划部、科研院、教务处、研究生院、信息化

建设中心、档案馆等行政、教学管理部门)组成的一

个自上而下组织、广泛参与的“纵向贯通”式管理团

队.第二,图书馆应成立专门的数据管理机构,设置

新的数据馆员岗位,重组图书馆组织机构.第三,在
保证用户个人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对用户数据进行

挖掘和分析,了解研究生这一特殊用户群体的兴趣

爱好、需求意愿以及潜在需求,将相关的数据资源推

送给他们,或者开展定制的数据培训活动,实现科学

数据素养个性化教育.第四,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价

值理念指引下,赋予研究生充分自主性,创新设置基

于 MOOC的在线课程教育模式.第五,以研究生的

创新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及时收集学科数据,借助人

工智能技术,如特征提取、分类、聚类和关联规则发

现、知识评价等,形成具有自主创新内容的学科知识

库群,以满足研究生知识创新的需求.第六,借鉴

DataStaR的规划理念,以现有的机构知识库或学科

服务平台为基础,建设交互集成式数据服务平台,实
现服务手段创新.

４．５　跨学科性

跨学科性,主要是针对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的施

教者———图书馆数据馆员而言.由于面对研究生这

一高学历人才,图书馆数据馆员应具备的知识与技

能要求非常高,应具备“T”型知识结构,即不仅应具

备某一学科的专业背景,具备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

识,同时应具有数学、统计学、数据库编程、数据挖

掘、数据建模、机器学习、数据可视化等相关技术及

知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T”型知识结构有两种构

建方式:一、图书馆数据馆员精通某一学科,并涉猎

相关学科;二、包括图书馆数据馆员在内的不同学科

专家构建跨学科的教育团队.上述基于跨学科合作

的嵌入式教育模式恰恰形成了“T”型知识结构的教

学团队,属于第二种构建方式.图书馆科学数据素

养教育采用哪一种“T”型知识结构,应根据图书馆

自身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

５　结语

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对图书馆来说是一个新领

域,不仅跨学科而且跨越传统高校图书馆组织结

构[２２].高校图书馆应该适应数据时代的发展,积极

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科学数据的重要性,重视数据

馆员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探索科学数据素养教育模

式和教育内容,逐步建立以培养数据意识为先导,传
授数据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实现科学数据规范应用

为目的的较为完善的科学数据素养教育创新体系,
彰显图书馆在EＧScience环境下的新使命和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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