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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walks of life in 

society, and it is urgent to have talents with high levels of data literacy. As a strategic highland for 

talent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w need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Star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literacy in college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of data literacy, then analyzes why college 

education needs data literacy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finally introduces how to integrate data 

literacy into college educ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of these 

issues will provide some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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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推动了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急需具有高水平数据素养的各

方面人才。高等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地，应积极开展数据素养教育，适应国家和社会

的新的需求。本文从数据素养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出发，首先阐明了数据素养的内涵，然后

在不同角度分析了高校教育为何需要数据素养，最后从不同视角介绍如何将数据素养融入到

高校教育中。希望这些问题的研究能为今后数据素养教育在高校中的应用提供一些借鉴。 

1．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已步入信息化时代，对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需求也有着显

著提升。大数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推动数据素养教育成为各国

重要发展战略，国务院于2015年8月31日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旨在推进我国

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建设数据强国。在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制定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

计划》，结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加快推进我国信息化教育的发展。大

数据时代对高校教育提出新的变革要求，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面临巨大挑战，以科学数据管

理为核心的数据素养得到广泛的讨论和研究。 

在我国大数据相关人才十分稀缺，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高地，开展数据素养教育，为

国家存储人才责无旁贷。为此，本文对数据素养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包括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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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何为数据素养，为什么高校需要数据素养教育，以及怎样将数据素养应用到高校教

育中。 

2．何为数据素养？ 

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是对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概念的延伸和扩展，是人们有效合

理地找到、使用、评价数据和信息的意识和能力[1]。关于数据素养的定义，学界尚无统一。

引用较多的是以下几个：2007年，Stevenson的定义[2]：发现，评估和有效且正当使用信息和

数据的能力。美国图书馆协会在2012年给出一个定义：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检索、理解、评

价、创造并交流数字信息的能力。国内学者主要从数据素养所具备的能力对数据素养做出定

义，本文比较赞同黄如花等人的观点，从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三个角度对数据素

养做出阐述[3]: 

（1）数据意识：对数据敏感，能察觉到数据的深层含义，发现数据价值。 

（2）数据能力：贯穿数据使用的全过程，包括数据采集、清洗、分析、挖掘、整合和存

储等技术。 

（3）数据伦理：在数据采集，传播过程中不得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 

在这些过程中，数据意识是前提，只有发现数据中的价值，我们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数据能力是核心，我们掌握数据处理的技术，才能将数据价值展现。数据伦理是底线，无论

何时都不能越过底线。 

3．为什么高校需要数据素养教育？ 

数据素养概念从提出伊始，就引起教育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2004年，Hunt K 就在高校

信息素养教育中引入数据素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研究[4]。此后，关于数据素养的研究项目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我国的高校数据素养教育仍处于新兴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一些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课程内容单一，缺乏实践训练 

当前国内高校数据素养教育课程单一，只有一些高校开设了数据素养课程和讲座，如北

京大学图书馆设计了数据素养的相关专题讲座，浙江大学图书馆每学期推出“求真一小时”讲

座，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开设信息检索课程。但是这些课程或讲座大多是信息检索和数据统

计方面的内容，缺乏相应实践训练，更没有将生活中的大数据运用到实践中。 

3.2 数字化教育平台不完善，缺乏专业师资 

国内数字化教育平台不够完善，图书馆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仅凭图书馆很难胜任

数据素养的教育。而且缺乏专业师资力量，很多教师在设定和调整数据素养课程时考虑不够

全面，面对复杂的教育大数据时，也会不知所措。 

3.3 数据获取困难，缺乏统一标准 

数据资源获取困难，数据开放和共享程度较低。我们国家的数据库主要集中在金融、商

业等方面，如滴滴行车数据，淘宝日志数据，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基本不开放。而科研数据，

观测数据，国家统计数据又不完全开放，我们很难从中获取有效信息。此外，我国开展数据

素养教育是各部门分散进行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孤岛式”的研究更导致数据共享困难。 

3.4 数据伦理道德薄弱 

当前世界对参考文献的引用有了明确的规范，而且对文献引用道德及惩罚机制也有了充

分研究。但是对数据伦理道德缺乏相应的规范，这与数据的引用，发布和共享的复杂性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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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系。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不深入，仅有基础科学数据共享网公布的数据引用规范。数据

的伦理道德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它与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密切相关。数据伦理道德有了明确

的规范，数据共享才能更加容易实现，对于人们的数据素养的提升也是很关键的。 

正是由于我国数据素养教育处在发育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更应加强高校数

据素养教育，为国家培育大数据人才。 

4．怎样将数据素养应用到高校教育中？ 

数据素养落实到高校教育中去，需要不同层次人员的共同努力。对于教育管理者来说，

需要统筹兼顾，完善平台建设，做好监督管理；对于教育传播者来说，需要创新教学方式，

提高学生的数据技能，树立正确的数据伦理价值观；对于教育学习者来说，要积极参与其中，

提升自我数据素养能力。 

4.1 对于教育管理者: 

注重数据意识的培养。数据意识是数据素养的前提，是人们能否发现数据价值的先决条

件。目前我国对数据素养的研究还不深入，很多高校对数据素养的意识还不强。教育管理者

应深刻意识到数据素养在大数据时代的重要性，注重对高校数据意识的培养。管理者可以从

营造校园数字化氛围出发，如发动学校的各个部门开展宣传数据素养的活动，普及数据素养

知识；定期举办数据竞赛，调动师生的积极性；邀请国内外专家宣讲，引导师生对数据素养

有更深刻认识。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据素养的提升与数据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这就需要教育管理者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学生提供数据实践的机会和平台。比如充分利用图书馆在资源采集，

管理方面的优势，为师生打造一个数据平台，建立不同学科的数据库，为师生收集和分析数

据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和其他高校合作，建立大数据实验室，实现数据资源的共

建共享。  

完善相关制度与政策。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会加快高校数据素养的建设。政府可以设立

基金项目，鼓励高校或者其他团体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为了促进教师数据素养的

提升，管理者可以将数据素养纳入到教师的职称评定中，把数据素养与教师绩效挂钩。此外，

还可以将数据素养教育加入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开设数据素养及其相关实践课程，提高学生

数据素养水平。 

4.2 对于教育传播者: 

提升个人数据素养。在数据素养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主要的传播者，因此更需要把握大

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动提升自我的数据素养。教师可以积极参加数据素养的主题交流

研讨会，申请国家数据素养教育的教学改革项目，不断提升自己。 

采用新型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方式可能不能很好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数

据素养的提升。教师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将数据可视化引入教学中，以形象生动的可

视例子来展现枯燥无味的数据。而且需要多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学生才能更扎实的学到数据处理能力。 

树立学生数据伦理观。数据伦理是我们的底线，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言传身教，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数据伦理观，在获取、使用、发布数据过程中，不触犯国家法律与道德规范。 

4.3 对于教育学习者: 

树立数据思维，增强数据技能。数据思维意识是提升数据素养的先决条件，要想提升个

人的数据素养，首先要培养自身的数据思维。数据使世界变大，只有我们不断拓宽自己的思

维领域，才能不断创新，不被时代抛弃。另一方面，数据能力是核心，学生必须要掌握新的

数据技能，挖掘数据的价值，不断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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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个性化学习，积极参与实践。每个人接受知识的能力和方式都不同，学生应根据自

身特点，结合老师上课所传授的知识，自主的学习数据技能，提升数据素养。而且大数据时

代打破了传统的课堂学习方式，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在线自主学习。数据素养的提升更依靠实

践环节，因此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数据技能，提升数据素养。 

坚定数据伦理，正当使用数据。数据伦理是我们的底线，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作为当

代大学生，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蒙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发布他人隐私数据。要坚定数

据伦理，正当使用数据。 

5．结束语 

大数据环境为高校数据素养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对高校管理者，教育者和学

习者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点想法。首先明确了数据素

养的基本概念，然后分析了高校教育为何需要数据素养，最后重点探讨了怎样将数据素养应

用到高校教育中去，希望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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