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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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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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ｏｎ ｍｅｔｈ⁃
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ｔ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
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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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ｆｅｗ ｓｕｇｇ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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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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ＣＨＡＮＧ Ｅ ＆ ＹＥ Ｌａｎ：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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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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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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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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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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ａｔ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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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ａ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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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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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２５］ ，还有称之为“科研数据素养”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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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ｌｏｒｉ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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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机构 项目来源
立项

时间
主要内容

数据 利 用 思 维———
跨学科方法

Ｃｏｏｋ
肯 特 州 立 大 学

（Ｋ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ＳＦ ２００６

跨学科的中学生数据素养教育课

程，在探索解决世界水问题时，学
习社会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英

语语言艺术内容，同时训练学生

数据读写能力［５５］ 。

提高科技专业本科

生科学数据素养
秦健

雪 城 大 学

（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ＳＦ ２００７
创建科研数据课程，帮助各学科

学生学习科学数据与数据管理的

基础知识与技能［５６］ 。

科研人员数据管理

与共享培训项目
Ｃｏｒｔｉ

埃 塞 克 斯 大 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ｓ⁃
ｓｅｘ）

ＥＳＲＣ ２０１０

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科研人

员及服务人员提供实践培训及教

育材料，涉及社会科研数据管理

与共享等主要问题［５７］ 。

为将成为下一代科

学家的研究生建立

数据信息素养培训

项目

［不详］
普渡大学图书馆

（ 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ＭＬＳ ２０１１

每所大学创建一个由图书馆馆员和

有经验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 每

个团队面向科学 ／ 工程研究生开发

可共享的数据信息素养课程［５８］。

ＲＤＭＲｏｓｅ Ｃｏｘ

谢菲尔德大学信

息 学 院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ｆ⁃
ｆｉｅｌｄ）

英国联合信息系

统委员会 （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ＪＩＳＣ）

２０１２

为学科馆员量身创建和评价数据

管理学习资料；为职业发展的继

续教育和图书情报学生脱产学习

建立开放教育资源［５９］ 。

数据素养对科学数

据管理的影响及对

策研究

沈婷婷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中国教育部 ２０１４
主要探讨数据素养的概念及其对数

据管理的影响，数据素养教育实践、
数据素养培养机制等［２９，６０－６１］。

表 ４　 数据素养研究学术专著

题名 作者 出版时间 主要内容

数 据 信 息 素 养———馆

员、数据与新生代科研

人员教育

Ｃａｒｌｓｏｎ ＆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５

内容分为 ３ 部分 １１ 章：①数据信息素养基础，包括

需求研究、项目发展路径方法、数据信息素养能力

构成；②具体学科领域的数据信息素养案例研究；
③数据信息素养展望，包括对学术馆员的建议、数
据信息素养能力的发展、实践交流等［６２］ 。

信息与数据素养———图

书馆的作用
Ｈａｇｅｎ－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２０１５

理解信息和数据素养在图书馆中的作用、图书馆员

的新角色与角色的变迁、新的信息环境对图书馆的

挑战、边缘人群（无家可归者、农村人口以及处于少

数地位的性群体等）的信息和数据素养需求［６３］ 。

数据素养———用户指南 Ｈｅｒｚｏｇ ２０１５

内容分为 １５ 章。 注重实践，主要为未具备高级数

据分析与统计分析知识背景的读者所写，指导读者

学习数据的识别、获取、评价、清洗、分析与可视化

数据的知识与技能［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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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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开设机构 时间 学科 课程内容

ＤａｔａＴｒａｉｎ
剑桥大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图书馆

２０１１ 考古学

包括报告、小组讨论和书面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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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存、
再利用等［６９］ 。

ＤＭＴｐｓｙｃｈ

约克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Ｙｏｒｋ）、
谢菲 尔 德 大 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

学（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 Ｈａｌｌ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心理学

为心理学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提

供资源和帮助，提高他们的数据

管理 和 制 订 数 据 管 理 计 划 的

能力［７０］ 。

公共事务数据新闻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ＯＭＭ
２７３Ｄ） 　

斯坦福大学（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 新闻传播学

介绍公共事务研究方法和数据，
用于发现线索和深入报道。 学

生能够获得数字工具技术和计

算机辅助报道的实践经验［７１］ 。

管理艺术研究成果

（ Ｃｕｒ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ｐｕｔ）

布里 斯 托 大 学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ｏｌ）、ＪＩＳＣ 等

［不详］ 艺术学

通过量身定制的研究数据管理

技术为艺术从业者、研究者提供

发展机会，提高数据意识，召集

利益相关者制订规范［７２］ 。

研究数据管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研讨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数据中心、北京大学

图书馆

２０１５ 社会科学

三天课程，内容包括数据管理概

论，数据采集、规划、评估与获

取，定性与定量数据的处理和审

核，数据保存，数据知识库需求

与评价，数据传播与出版，数据

推广与用户支持等［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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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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 １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２０２３［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ｌ．ｕｋ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ｆｏｉ ／ ｐｕｂｓｃｈ ／ ｐｕｂｓｃｈｅｍｅ３ ／ ｌｉ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２０２３．ｐｄｆ．

［ ２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Ｌ， Ａｄａｍｓ Ｂｅｃｋｅｒ Ｓ， Ｅｓｔｒａｄａ Ｖ， ｅｔ ａｌ． ＮＭＣ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ｃｄｎ．ｎｍｃ．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５－ｎｍｃ－ｈｏｒｉｚ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Ｎ．ｐｄｆ．

［ ３ ］ ＡＣＲ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ｎ ２０１５［ 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６－ ０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ａｃｒｌ ／ ｓｉｔｅｓ ／ ａｌａ．ｏｒｇ．ａｃｒｌ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ａｎ１５．ｐｄｆ．

［ ４ ］ Ｋｏｌｔａｙ Ｔ．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７１（２）：４０１－４１５．

［ ５ ］ Ｌａｎｄａｕ 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４７（６２２１）：５０４－５０６．

［ ６ ］ 喻丰，彭凯平，郑先隽．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重构及特征［ Ｊ］ ． 科学通报，２０１５，

６０（５ ／ ６）：５２０－ ５３３．（ Ｙｕ Ｆｅｎｇ， Ｐｅｎｇ Ｋａｉｐ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ｊｕ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５， ６０（５ ／ ６）：５２０－５３３）

［ ７ ］ Ｍｅａｎｓ Ｂ， Ｃｈｅｎ Ｅ， ＤｅＢａｒｇｅｒ Ａ， ｅｔ 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２．ｅｄ．ｇｏｖ ／ ｒｓｃｈｓｔａｔ ／ ｅｖａｌ ／ ｄａｔａ－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ｄｏｃ．

［ ８ ］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ｌｓ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ｌｓｅ．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Ｂｉｇ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ｕｌｓｅＪｕｎｅ２０１２．ｐｄｆ．

１２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 ９ ］ ＮＳＦ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ｆ．ｇｏｖ ／ ｅｎｇ ／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ｄｍｐ．ｊｓｐ．

［１０］ 王璞． 英美两国制定数据管理计划的政策、内容与工具［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 ３）：１０３－ １０９．（ Ｗａｎｇ Ｐｕ．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１０３－１０９．）

［１１］ Ａｒｃｈａｍｂａｕｌｔ Ｓ Ｇ， Ｈｅｌｏｕｖｒｙ Ｊ， Ｓｔｒｏｈｌ Ｂ， ｅｔ ａｌ． 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Ｈｉ Ｔｅｃｈ

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３２（２）：１－９．

［１２］ Ｍａｎｄｅｌ Ｒ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ａｔａ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 ＵＣＬＡ ｄａｔａ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

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１２．

［１３］ 雷秋雨，马建玲． 数据期刊的出版模式与发展研究［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１１６．（ Ｌｅｉ Ｑｉｕｙｕ， Ｍａ

Ｊｉａｎｌ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

１１２－１１６．）

［１４］ 陈秀娟，吴鸣． 学科领域科研数据知识库调研与分析———以化学领域为例［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９）：

１１１－１１８，１４７．（Ｃｈｅｎ Ｘｉｕｊｕａｎ， Ｗｕ Ｍ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５（９）：１１１－１１８，１４７．）

［１５］ 徐速，张新鹤． ＯＡ 环境下图书馆开展学术出版素养教育的探讨［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２）：１１８－１２２．（ Ｘｕ

Ｓｕ，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１１８－１２２．）

［１６］ 刘彩娥，冯素洁． ＡＣＲＬ 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解读与启示［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 ９）：１４３－ １４７．

（Ｌｉｕ Ｃａｉｅ， Ｆｅｎｇ Ｓｕｊｉｅ． ＡＣＲＬ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９）：１４３－１４７．）

［１７］ 孟祥保，李爱国． 国外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研究［ Ｊ］ ． 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１－ １６．（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Ｌｉ Ａｉｇｕ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６．）

［１８］ 林夏． 数据服务的技术基础设施及发展方向［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８－１１］． ｈｔｔｐ： ／ ／ ｄｓｐａｃｅ．ｘｍ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０ ／

ｄｓｐａｃｅ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２８８ ／ ８５０２７．（Ｌｉｎ Ｘ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０８－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ｄｓｐａｃｅ．ｘｍ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０ ／ ｄｓｐａｃｅ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２８８ ／ ８５０２７．）

［ １９］ ＥＵＤＡＴ．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ＤＡ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 ／ ／ ｅｕｄａｔ．ｅｕ ／ 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ｕｄａｔ－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 陈秀娟，胡卉，吴鸣． 英美数据管理计划与高校图书馆服务［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１４）：５１－ ５８．（ Ｃｈｅｎ

Ｘｉｕｊｕａｎ， Ｈｕ Ｈｕｉ， Ｗｕ Ｍ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５（１４）：５１－５８．）

［２１］ Ｓｉ Ｌｉ， Ｘｉｎｇ Ｗｅｎｍｉｎｇ， Ｚ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ｅ，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

ｂｒａｒｉｅｓ［Ｊ］ ．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５，３３（３）：４１７－４４９．

［２２］ 蒋丽丽，陈幼华，陈琛． 国外高校图书馆数据馆员服务模式研究［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 １７）：５６－ ６１．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ｌｉ，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１７）：５６－６１．）

［２３］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ＩＡＳＳＩ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４， ２８（２ ／ ３）：６－１１．

［２４］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Ｊ， Ｆｏｓｍｉｒｅ Ｍ， Ｍｉｌｌｅｒ Ｃ Ｃ，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ｎｅｅｄ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

１２２



孟祥保　 常　 娥　 叶　 兰： 数据素养研究： 源起、 现状与展望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ＣＨＡＮＧ Ｅ ＆ ＹＥ Ｌａｎ：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ａｃｕｌｔｙ［Ｊ］ ． Ｐｏｒ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１１，１１（２）：６２９－６５７．

［２５］ Ｑｉｎ Ｊ， ＤＩｇｎａｚｉｏ Ｊ．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０７］．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ｓ．ｌｉｂ．ｐｕｒｄｕｅ．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００９＆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ｉａｔｕｌ２０１０．

［２６］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Ｃ］ ／ ／ Ｋｕｒｂａｎｏｇ　 ˇ ｌｕ Ｓ， Ｇｒａｓｓｉａｎ Ｅ， Ｍｉｚｒａｃｈｉ Ｄ，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ｈａｍ，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３：１３４－１４０．

［ ２７］ Ｇｒａｙ Ｊ， Ｂｏｕｎｅｇｒｕ 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Ｌ．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ｒｇ ／ １．０ ／ ｅｎ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０．ｈｔｍｌ．

［２８］ Ｃａｌｚａｄａ Ｐｒａｄｏ Ｊ， Ｍａｒｚａｌ Ｍ Á．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Ｊ］ ． Ｌｉｂｒ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６３（２）：１２３－１３４．

［ ２９］ 沈婷婷． 数据素养及其对科学数据管理的影响［Ｊ］ ．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５（１）：６８－７３．（Ｓｈｅｎ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

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２０１５（１）：６８－７３．）

［３０］ 张艳梅． 用户数据素养教育视角下的图书馆科学数据管理研究［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４）：１３９－１４１，１０９．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ｍ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４）：１３９－１４１，１０９．）

［３１］ 张进良，李保臻． 大数据背景下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价值与发展路径［ Ｊ］ ． 电化教育研究， ２０１５（７）：１４－

１９，３４．（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Ｂａｏｚｈｅ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ｉｎ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Ｊ］ ． 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７）：１４－１９，３４．）

［３２］ 贾东琴，柯平．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Ｃ］ ／ ／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

会论文集（２０１１年卷）．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５－５２．（ Ｊｉａ Ｄｏｎｇｑｉｎ， Ｋｅ Ｐ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ｍｏｄｅｌ［Ｃ］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２０１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４５－５２．）

［３３］ 吴碧薇． 基于信息素养的数据素养核心能力基本框架构建［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５（４）：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８．（ Ｗｕ

Ｂｉｗｅｉ．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４）：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８．）

［３４］ Ｓｃａｒａｍｏｚｚｉｎｏ Ｊ Ｍ，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Ｍ Ｌ， ＭｃＧａｕｇｈｅｙ Ｋ Ｊ．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ｄａｔａ ｃｕ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ｔ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 ．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１２，７３（４）：３４９－３６５．

［３５］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 Ｇ， Ｃｈｅｎ Ｅ， Ａｒｇｕｉｌｌａｓ Ｆ，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ＮＳ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８１３ ／ ２５６２４．

［３６］ 胡永生，刘颖． 基于用户调查的高校科学数据管理需求分析［ 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６）：２８－３２，７８．（ Ｈ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ｕ Ｙ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ｓ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Ｊ］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３（６）：２８－３２，７８．）

［３７］ Ｗｉｌｓｏｎ Ｊ．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８－３０］． ｈｔ⁃

ｔｐ： ／ ／ ｂｌｏｇｓ．ｉｔ．ｏｘ．ａｃ．ｕｋ ／ ｄａｍａｒｏ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２ －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８］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 Ｇｒｉｍｓｈａｗ 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Ｒ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ｅｐｒｉｎｔｓ．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ａｃ．ｕｋ ／ １８９３ ／ １ ／ ＡＤＭ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３．ｐｄｆ．

［３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ｓｕｒｖｅｙ［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０９－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ｅｅｄｓ．ａｃ．ｕｋ ／ ｉｎｆｏ ／ ３７７ ／ ｒｏａｄｍａｐ ／ １２２ ／ ｒｏａｄ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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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二卷　 第二二二期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２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ｕｔｐｕｔｓ ／ ７．

［４０］ Ｗｈｉｔｍｉｒｅ Ａ Ｌ， Ｂｏｏｃｋ Ｍ， Ｓｕｔｔｏｎ Ｓ Ｃ．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４９（４）：３８２－４０７．

［４１］ Ｔａｙｌｏｒ Ｌ Ｎ． Ｎｏｒｔｏｎ Ｈ， Ｇａｒｃｉａ⁃Ｍｉｌｉａｎ Ｒ， ｅｔ ａｌ． Ｕ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ｎｅｅｄ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 ／ ／ ｕｆｄｃｉｍａｇｅｓ．ｕｆｌｉｂ．ｕｆｌ．ｅｄｕ ／ ＡＡ ／ ００ ／ ０１ ／ ４８ ／ ３５ ／ ０００１４ ／ ＵＦ＿Ｄａｔａ＿Ｓｕｒｖｅｙ＿Ｆａｌｌ２０１３＿Ｅｍａｉｌ⁃

Ｉｎｔｒｏ．ｐｄｆ．

［４２］ 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 Ｍ Ｍ，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 Ｍ．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 Ｊ ］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４１（３）：４１３－４３３．

［４３］ Ｍａｙｂｅｅ Ｃ，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Ｊ， Ｓｌｅｂｏｄｎｉｋ Ｍ， ｅｔ ａｌ．“ 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２０１５，４１（４）：

３６９－３７６．

［４４］ 何琳，常颖聪． 国内外科学数据出版研究进展［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４（５）：１０４－１１０．（Ｈｅ 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ｃｏｎｇ．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４ （ ５）：

１０４－１１０．）

［４５］ Ｋｒａｔｚ Ｊ Ｅ，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ａｔａ［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

（４）：ｅ０１２３３７７．

［４６］ 丁楠，丁莹，杨柳， 等．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数据引用行为分析［ Ｊ］ ．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 ６）：１０５ － １１４．

（ Ｄｉｎｇ Ｎａｎ， Ｄｉｎｇ Ｙ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６）：１０５－１１４．）

［４７］ 丁楠，杨柳，丁莹， 等． 我国社会学期刊论文数据引用行为研究［ Ｊ］ ． 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４（６）：８８－ ９３．（ Ｄｉｎｇ

Ｎａｎ，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Ｄｉｎｇ 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６）：８８－９３．）

［４８］ 沈婷婷． 人文社科领域科学数据使用特征分析———基于《中国社会科学》样本论文的实证研究［ Ｊ］ ． 大学

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０１－ １０７．（ Ｓｈｅｎ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

ｉｅｓ，２０１５（３）：１０１－１０７．）

［４９］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ｔａＣｉ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ｄａｔａｃｉｔｅ．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ｄａｔａｃｉｔｅ ／ ｗｈａｔ－ｄｏ－ｗｅ－ｄｏ．

［５０］ Ｔｅｎｏｐｉｒ Ｃ， Ａｌｌａｒｄ Ｓ，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Ｋ， ｅｔ 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１，６（６）：ｅ２１１０１．

［５１］ Ｆｅｄｅｒｅｒ Ｌ Ｍ， Ｌｕ Ｙ， Ｊｏｕｂｅｒｔ Ｄ Ｊ， 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ｕｓ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ｆｆ［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６）：ｅ０１２９５０６．

［５２］ Ｋｉｍ Ｙ， Ｋｉｍ 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ｄａｔａ⁃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５，４６（４）：３６６－３８９．

［５３］ 吴丹， 陈晶． 我国医学从业者科学数据共享行为调查研究［Ｊ］ ．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１８）：３０－３９．（Ｗｕ Ｄａｎ，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５（１８）：３０－３９．）

［５４］ Ｆｅｃｈｅｒ Ｂ， Ｆｒｉｅｓｉｋｅ Ｓ， Ｈｅｂｉｎｇ Ｍ． 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２）：ｅ０１１８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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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保　 常　 娥　 叶　 兰： 数据素养研究： 源起、 现状与展望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ｂａｏ， ＣＨＡＮＧ Ｅ ＆ ＹＥ Ｌａｎ：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５５］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Ｍ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ｃｅｔ．ｏｒｇ ／ ｔｗｄ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５６］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ａ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ｓｆ．

ｇｏｖ ／ ａｗａｒｄ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ｈｏｗＡｗａｒｄ？ＡＷＤ＿ＩＤ ＝ ０６３３４４７．

［５７］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ｔａ－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ｃ． ｕｋ ／ ａｂｏｕ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ｒｄｉ－ｒｄｍ．

［ ５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０９－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ｍｌｓ．ｇｏｖ ／ ｇｒａｎｔｓ ／ ａｗａｒｄｅｄ ／ ｌｇ－０７－１１－０２３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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