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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研究意义



研究意义

01

图书馆管理

• 提高决策水平

• 提升业务能力

• 改进工作绩效

02

图书馆服务职能

03

图书馆教育职能

04

数据密集型科研

• 高校数据资源的

枢纽

• 满足用户对数据

的多样化需求

• 信息素养教育的

传统阵地

• 变革和补充

• 适应数据密集型

科研范式

• 提高科研产出

2021.11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PART.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数据信息素养的概念界定

2、国内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信息素养

提升的研究现状

3、国外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信息素养

提升的研究现状



内容回顾

研究角度 概念内涵 代表作者

早期概念延续 属于统计素养的一部分 Gould R（2017）

与其他素养相

辨析

是一套特定的技能和知识库，它使个人能够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并通过访问、解释、批判性评估、管理、

处理并合乎道德地使用数据
Koltay Tibor(2017)

具备数据意识、数据敏感性、数据批判性思维，能够有效且恰当地获取、分析、处理、利用和展现数据，

是统计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延伸和扩展。
郝媛玲，沈婷婷（2016）

包括数据意识、数据文化、数据知识、数据技能、数据伦理五大部分。 秦小燕，初景利（2019）

能力培养路径

数据意识，理解统计概念的能力，分析、解释和评价统计信息的能力，沟通和理解统计信息的能力
澳大利亚统计局

Bundy A（2005）

是一套与数据获取、评价、处理、分析和解释有关的能力，不属于统计能力的范围 Calzada Prado J, Marzal M Á(2013)

构成要素为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数据处理与运用能力、数据分析与评价能力、数据交流与共享能

力、数据安全与伦理道德等。
郭倩，李建霞（2021）

由数据基本意识、数据获取能力、数据管理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存储安全能力和数据伦理意识六

个方面构成。
董薇（2017）

基于工具的领域，有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库、数据发现、数据可视化、数据质量、数据转换和互操作

性，以及基于理论的领域，如数据管理、数据保存、数据管理和重用、元数据、实践文化和道德规范。
Carlson, Jacob, Fosmire, et al.（2011）

为一种复合能力，包括一定程度的统计能力、数据可视化能力和使用不同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更通用

的能力。
成舒云（2020）

1、数据信息素养的概念界定



内容回顾

1、数据信息素养的概念界定

目前有关数据信息素养，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均强调了批判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本研究从能力培养路径的角度出发，结合信息素养理论和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理论，将数据信息
素养作为信息素养的一种扩充，以用户素养提升为导向，将数据信息素养定义为一种获取、理解、使
用、管理、评价信息数据的能力，并能够制造出一定的价值数据。基于此定义，构建本研究的馆员数
据素养能力模型和课程体系。



2.国内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信息素养提升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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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岗位馆员提出不同要求

增设/转变新的数据信息素养馆员岗位

对馆员整体提出宏观性要求



调研对

象
举例 培训内容 呈现特点 优点 缺点

内地课程

中国图书馆学

会开展的“中

国数据馆员培

训班”

“数据权益、数据共享、安全保

护、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

数据”

以图书馆学会为主

导，多为嵌入式教

学（学科主题、应

用场景）

，与数据

技术发展结合密切

成体系的少，多

为单一主题或嵌

入其他课程的数

据场景中教学，

对馆员数据基础

有一定要求

台湾学界

研究数据管理

专业课程国际

合作计划

（RDMLA）

研究数据管理

(RDM)的基础概念，研究文化导

航，图书馆提倡 RDM，推行数

据服务，专案管理与评估，数据

分析与可视化工具，编码工具，

提供数据管理培训，研究数据版

权、许可和隐私，数据管理和归

档

数字人文领域先行

者，数据素养培育

的课程内容自成体

系

内容架构完整，对

馆员针对性很强，

注重基础知识和技

能，及解决馆员工

作中问题

缺乏数据前沿知

识，及图书馆大

有可为的数据再

利用和数据分享

类的内容

相近学科：图书情报专业的

数据科学课程

数学与统计学基础课、计算机基

础课、数据分析类课程、领域类

课程、应用与实践类课程

信息学科色彩强，

同时有图情特色

注重人文教育，以

用户为中心的课程

多，对各学科背景

的兼容性高

实践类课程开设

较少

3.国外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信息素养提升的研究现状



台湾RDMLA计划



3.国外高校图书馆馆员数据信息素养提升的研究现状

培训主体 培训内容 特点

图书馆

独立授

课

州立洛桑大学图书馆
关联开放数据的基本知识（web\RDF\ LOD\ Turtle\本体等）、实践（RDF\XML

文档分析、MARC数据转换等）

由理论模块和实践模块组成，可根据需求自由

组合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认识图书馆数据职能角色”、“利用数据开展工作”、“科研数据服务外联计划”等
学习形式丰富，注重实践技能提升，有学习成

果评估工具

牛津大学泰勒学院图书馆
计算、编程的简介、数据建模、数字对象和数据集、统计分析工具、用于地理可

视化的Palladio、用于网络分析的Gephi，重建、模拟和可视化

实践案例素材来自于图书馆馆藏，发挥馆员主

观能动性；课程前期重理论，后期重实践

与学院

或其他

组织合

作开展

哈佛天体物理学中心图书馆、哈

佛图书馆(DST4L)
数据提取、整理、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方面的实操

长达一学期的持续性教学，开设了“数据科学导

论”线上课程

谢菲尔德大学信息学院、当地某

图书馆

RDM（研发管理）知识、研究和数据的关系、数据管理生命周期、RDM的关键

技术和项目、开放数据、实用数据管理、机构案例研究等

参与式教学法，与学员协商课程设置，注重开

展研讨会

新英格兰地区医学图书馆Lamar 

Soutter图书馆、麻省大学医学院、

伍斯特理工学院

1研究数据管理概述

2数据：类型、阶段和格式

3元数据

4数据存储、备份和安全

5法律和伦理考虑

6数据共享和重用策略

7存档和保存

培训资源丰富，包括开发电子科学门户网站、

举办研讨会、一系列的专业发展日和科学训练

营，主办《科学图书馆学杂志》等



内容回顾



总结

可借鉴：

1. 国外的高校图书馆注重数据技能的提升，提供的培训模式更加的“小而精”，在培

训阶段就将实操练习作为重要一环。

2. 其课程安排注重与不同学科的紧密结合，如和生物医学、物理学、社会学等专

业，会与学院合作展开教学。

3. 国外广泛采用模块化的课程设置模式，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灵活设置学习计划。

4. 培训形式多样，从一日培训、研讨会到完整的系列课程，配合线上开放资源，

与馆员的互动性强，对馆员学习效果有评估和反馈机制。

缺少针对不同岗位不同职责的馆员数据信息素养培训。



PART. 03

精细化能力模型
1、相关领域经典模型在科学数据生命

周期环节中的对应

2、数据信息素养能力模型七要素

3、馆员数据信息素养培育能力模型



相关领域经典模型在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环节中的对应 深圳大学

相关领域的模型；
数据素养能力

科学数据生命周期模型[8] ACRL教师教育信息素养标准[10] 欧盟DigCompEdu框架[11] INTEF教师通用数字能力框架[12]

科学数据生
命周期环节

数据产生
或获取

数据产生；数据采集
选择找到该数据的策略和工具；

查找数据；选择数据。
创建和修改数字资源；数字内
容创建；信息与媒介素养；

浏览、搜索和过滤数据、信息和数字
内容；开发数字内容

数据处理 数据去重；数据清洗；数据整合 处理数据；综合数据 编程；创造性地创新和使用数字技术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 分析数据 分析证据；反馈和规划 解决技术问题

数据评价
评估单个数据；评估数据寻求过

程
选择数字资源；数字化持续专

业发展；评估策略
评估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识别技
术需求和响应；识别数字能力的差距

数据描述
文件命名；文件格式；版本控制；

元数据创建
呈现数据 通过数字化渠道进行协作； 整合和重新设计数字内容

数据组织 组织数据
组织沟通；专业合作；数字问

题解决
管理和检索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

数据存储 数据保存；数据备份；数据更新

数据出版
或共享

数据发布；数据版权；数据共享；
数据引用；数据再利用

管理、保护和共享数字资源 共享信息和数字内容；版权和许可

其他
数据伦理与安全；数据质量控制；

DMP

定义并阐明了对数据的需求；合
乎道德地使用和传播数据。

教学；指导；协作学习；自主
学习；负责任使用

沟通与协作；数据安全保护



数据信息素养能力模型七要素 深圳大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据认知（思维）

数据态度

数据意识

数据伦理

数据知识（理论） 数据基础知识

数据技能（实践））

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

数据评价

数据存储与共享

数据组织与管理



馆员数据信息素养培育能力模型 深圳大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能力内容

数据认知（思维）

数据态度
即以批判性的思维，认识到数据存在的价值，同时以严谨认真的数据使用态度来保证数据的客观公正，这是数

据合理利用的前提。

数据意识
即能够细致、准确、具体地表达数据需求，认识到数据在不同的科研生命周期阶段的作用。包括数据主体、获

取、共享、更新、安全意识等方面。

数据伦理 即认识到数据获取、使用等过程中的各种法律条文、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维护数据生态的正常秩序。

数据知识（理论） 数据基础知识 熟悉数据的内涵、来源、属性、类型等基本知识；数据各技能的基本原理、方法论。

数据技能（实践））

数据获取 熟悉获取所需数据的途径，能够熟练检索并收集所需数据，并且保持对数据动态化发展的持续关注。

数据处理
精通数据格式转换；能够使用数据处理软件（如 Excel）、数据处理方法（如Python、SQL等）、数据建模工

具（如 PowerDesigner）、数据可视化工具。

数据分析 分析思维的培养和熟悉基本的分析工具，能够运用统计软件，数据管理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评价
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认定，能够验收数据正确性, 并剔除错误、无效数据；认识到数据的局限性, 并能够合理质

疑数据；学习数据审计的基本方法和常用技巧。

数据存储与共享
认识到数据保存的好处和成本，了解保存数据的技术、资源和组织组成部分；能够使用数据存储工具，熟悉数

据存储方法，进行数据长期保存；能够参与网络共享、数据开源等，促进数据共享。

数据组织与管理
了解数据的生命周期，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并跟踪子集或处理过的数据与原始数据集的关系；为数据管理和文
档创建标准操作程序；对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和潜在风险有预案；能够使用数据管理平台工具，妥善组织数据。



PART. 4

课程体系构建
1、教学体系

2、馆员岗位与问卷设计、问卷结果分析

3、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

4、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情景化应用及课程指南



教学体系6要素 深圳大学

教学需求

现状调查
（数据信息
素养能力模

型）

馆员需求
（问卷调查）

教学对象

图书馆员

岗位要求

专业基础

研究方向

教学目标

数据态度

数据意识

数据伦理

数据基础知
识

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

数据评价

数据存储与
共享

数据组织与
管理

教育内容

理论教育

实践教育

教育方式

线上

线下

嵌入式

专业课程

科研团队

专题培训

在线课程

教学评估

定性定量相
结合

自评

第三方评估



馆员岗位与问卷设计 深圳大学

通过查找文献和浏览部分高校图书馆的官方网站，归纳总结出各类岗位的工作职责，将馆

员岗位类别分为：行政管理、纸质资源建设、电子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宣传推广、信息

服务、发展研究、信息技术、古籍特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卷题目

岗位
岗位类别 题1：您目前的工作方位涉及以下哪些类别？

工作场景 题2：在您日常工作中，与数据密切相关的工作场景有哪些？

能力 能力需求 题3：结合您自身工作情况，请对您的数据信息素养能力进行评估。

课程

理论课程 题4：在数据理论方面，您希望学习到怎样的课程内容？

实践课程 题5：在数据实践方面，您希望学习到怎样的课程内容？

授课形式 题6：您希望的授课形式是什么？

授课方 题7：您希望谁来进行授课？

综合（岗位、能力、课程） 题8：您对提升数据信息素养还有什么建议？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84份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数据相关的工作场景

读者数据统计、资源采访数据管理、书目数据管理、资讯服务、参考咨询、古籍

整理与编目、数据库培训、数字资源推广、教学培训等；

服务型场景

业务型场景

日常工作数据统计、分析、组织整理，绩效评估、统计决策、人力资源工作等；

学术型场景

学术报告、科研数据挖掘统计、情报分析、专利分析、论文收录引用检索等；

技术型场景

系统开发、数据存储、数据监测等。 图3 与数据密切相关的工作场景关键词词云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图4 馆员能力评估结果

岗位类别 能力内容

行政管理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基础知识、数据组织与管理

纸本资源建设 数据基础知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

电子资源建设 数据分析、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处理

读者服务 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

宣传推广 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基础知识

信息服务 数据处理、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分析

发展研究 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组织与管理

信息技术 数据基础知识、数据评价、数据分析、数据组织与管理

古籍特藏 数据评价、数据处理、数据分析

表4.3 各岗位迫切需要提升的能力

馆员普遍认为自己在数据认知能力、数据获取等方面均较能满足工作需求，其他方面仍有待提升。同时，各个岗位对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数据基础知识等方面有较高的需求。

结论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理论课程方面，各个岗位都想学习的是“数据基础知识”，馆员无论在哪类岗位上，在夯实数据知识基础上存在共识。此外，数据

使用规范、数据意识教育也是各个岗位关注的焦点，其中，发展研究岗有93.75%的馆员选择了“数据使用规范”，电子资源建设

岗有74.14%的馆员选择了“数据意识教育”。

结论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实践课程方面，数据获取工具实操和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两门课程需求最大。按岗位的课程需求来看，较为关注数据获取类课程岗位

有电子资源建设、宣传推广、发展研究岗。其中，发展研究岗的馆员对数据获取工具实操课程的选择率为100%，数据挖掘课程也高达

81.25%，体现出该岗位的馆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多方获取实用信息、资讯，才能为研究工作提供高质量的材料。较为关注数据处理类

课程的有电子资源建设、发展研究、信息服务岗。数据分析类课程是是纸本资源建设岗位的馆员选择率最高的课程。对数据评价类课

程需求较高的是电子资源建设岗，电子资源的采购论证需要大量数据佐证，63.79%的馆员希望能够学习如何更好地评价数据，以更高

效的遴选电子资源。

实践课程需求

岗位 数据资源检索 数据获取工具实操 数据挖掘
多种格式数据处理

方法
数据处理工具实操 数据分析工具实操

数据统计与分
析方法

数据评价标准、
方法

数据存储与共享
数据组织与管理

实践
行政管理 62.75% 70.59% 58.82% 45.10% 60.78% 62.75% 64.71% 45.10% 29.41% 50.98%

纸本资源建设 55.00% 66.67% 66.67% 53.33% 61.67% 60.00% 71.67% 41.67% 48.33% 48.33%

电子资源建设 56.90% 77.59% 72.41% 67.24% 65.52% 72.41% 81.03% 63.79% 36.21% 50.00%

读者服务 61.05% 64.21% 46.32% 47.37% 44.21% 42.11% 52.63% 33.68% 35.79% 35.79%

宣传推广 50.00% 78.57% 63.10% 50.00% 58.33% 61.90% 60.71% 42.86% 36.90% 42.86%

信息服务 55.93% 75.42% 62.71% 54.24% 67.80% 65.25% 67.80% 53.39% 35.59% 39.83%

发展研究 68.75% 100.00% 81.25% 56.25% 75.00% 81.25% 87.50% 62.50% 37.50% 50.00%

信息技术 56.82% 75.00% 59.09% 38.64% 52.27% 56.82% 56.82% 31.82% 29.55% 31.82%

古籍特藏 50.00% 66.67% 41.67% 41.67% 41.67% 41.67% 41.67% 41.67% 25.00% 41.67%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授课形式上，馆员较为偏向线上学习。在接受问卷调查的馆员中，74.82%想使用所提供的PPT、短视频等进行线上自学，70.92%

希望线上授课，56.38%愿意参与线下授课实操练习。在实践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在职官员对学习方式和学习工具的倾向性。

结论



问卷结果分析 深圳大学

授课方的选择上，大多数馆员更希望图书馆与学院进行合作。如图 所示，84.04%的馆员选择了与学院合作授课，61.35%认为应该

馆员来授课，47.16%希望外聘专业人员授课。高校具有丰富且优良的教育资源，与学院合作不仅能借助专业教师的专业优势，而

且加强了馆员与科研人员的沟通合作，实现双向良性互动。

结论



模块化课程体系构建 深圳大学

精细化能力模型 模块化教育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教育内
容

教育方式 课程安排

数据认知
（思维想
法）

数据态度

理论板
块

（线上）讲义、PPT，
视频讲解，课后习题。
按单元学习。

最新数据政策解读、信息服务与用户（MOOC武汉大学）

数据意识 数据安全意识教育；数据整体化思维（案例学习）、数据思维（MOOC南京大学）

数据伦理
信息伦理学、科学数据开放获取政策（图书）、著作权法基础与讨论（讲义）、科学大数据标准工作进
展

数据知识
（理论）

数据基础知
识

（线上），视频讲解，
课后习题。按单元学
习。配备测试题。

统计学基础、数据库基本原理、信息组织原理与利用（MOOC武汉大学）、数据结构、大数据导论
（MOOC厦门大学）

数据技能
（实践）

数据获取

实践板
块

（线下为主）实践操
作，课后习题；讲座
交流；成果撰写。

国内外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开放数据资源建设、信息检索（MOOC黄如花）、数据挖掘

数据处理 Excel数据处理实践、数据可视化与 tableau 安装、实践案例与 tableau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

数据分析
利用R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开源软件R）、基于Hadoop的大数据分析（开源软件Hadoop）、社会网络
图与 CiteSpace 安装、实践案例与 CiteSpace 使用、Python数据分析

数据评价 数据质量评价方法（演绎推算、独立抽样检查、有效值检查等）、信息计量学

数据存储与
共享

数据的存储、备份与恢复（MOOC+实操）数据出版与发布（网络免费资源+讲义）、数据仓库

数据组织与
管理

DataONE（数据融合管理平台）资源指南、机构知识库开源软件介绍（讲义）、机构知识库安装、维
护、运行（开源软件CSpace）、机构知识库前沿进展与管理实践（网络免费资源+讲义）、数字资源管
理技术（MOOC）



深圳大学

精细化能力模型 模块化教育 情景化应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教育内容 工作岗位

数据认知（思维想法）

数据态度

理
论
板
块

数据政策；数据价值探索；数据批
判性认知

全部岗位

数据意识
培养对数据的理解和敏感度，建

立数据思维

数据伦理
数据规范使用；数据隐私保护；数

据法规与标准规范

数据知识（理论）
数据基础
知识

数据基础知识（数据及基本理论与
概念、数据结构等）

数据技能（实践）

数据获取

实
践
板
块

数据获取工具；数据库使用方法；
数据挖掘

全部岗位
（如，开放资源建设——网络信息爬取、最新学术资讯跟踪、学科点申报数据下载、科

技情报数据的挖掘、数据库培训……）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工具；多种格式数据处理

方法

资源建设、信息服务、信息技术
（如，电子资源论证报告、年度阅读报告数据处理和可视化、图书馆各平台数据维护和

更新、论文数据清洗……）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工具；数据统计与分析方

法；
全部岗位

（如，读者借阅记录分析、行政财务数据统计分析、培训数据分析、馆藏数据分析……）

数据评价 数据有效性判定；数据评价标准
信息服务、发展研究、信息技术

（如，学科论文统计与学院贡献度评价、专利分析中数据与主题关联度的甄别……）

数据存储
与共享

数据存储工具；数据合理保存方法；
数据共享渠道

电子资源建设、信息技术、古籍特藏
（如，本地镜像数据存储管理、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和长期保存……）

数据组织
与管理

数据组织与管理工具；数据管理平
台；数据编码与描述

信息技术、信息服务
（如，本校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通过举例各岗位的情景化应用，帮助馆员理解数据信息素养技能在工作实践中的应用，从而针对性的选择不同模

块进行学习

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情景化应用及课程指南



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情景化应用及课程指南 深圳大学

课程体系

馆员岗位
理论模块 实践模块

数据态
度

数据意
识

数据伦
理

数据基
础知识

数据获
取

数据处
理

数据分
析

数据评价
数据存储
与共享

数据组织
与管理

行政管理 * * ✔ * * * ✔ X X X

纸质资源建设 * * ✔ ✔ ✔ ✔ ✔ X * *

电子资源检索 * * ✔ ✔ ✔ ✔ ✔ X ✔ *

读者服务 * * * ✔ * * ✔ X X X
宣传推广 * ✔ * ✔ ✔ * ✔ X X X
信息服务 * ✔ * ✔ ✔ ✔ ✔ ✔ X ✔

发展研究 ✔ * ✔ ✔ ✔ * ✔ ✔ X X
信息技术 * * * ✔ ✔ ✔ ✔ ✔ ✔ ✔

古籍特藏 * * * * ✔ X * X ✔ *

注：✔为必选，*为可选，X为不选

从问卷结果来看，馆员普通认为不缺乏对数据思维层面的认知，所以该部分以推荐可选为主，再结合调研结果和岗位工作内容增加

必选课程。另外，从问卷结果的结论来看，各个岗位对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基础知识方面均有较高的需求。而数据获

取技能是图书馆馆员需掌握的基本信息技能，所以将这四部分课程推荐必选为主，再结合岗位工作内容适当调整。将课程分为必

选、可选和不选三个等级。



PART. 05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 深圳大学

1. 积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2. 促进大数据专业人才培养，推进学科教育的转型

3. 成立专门的科学数据管理组织机构。

4. 搭建数据信息素养教育平台，不断充实优化培训内容。

5. 搭建科学数据管理平台，辅助图书馆员应用数据。

6. 加强数据服务宣传，营造跨组织等协作型数据文化氛围

营造数据文化氛围

•图书馆向馆员推广科学数据

•将数据服务相关内容的宣传

融入到日常业务学习中

开展数据对话

•馆员与培训者之间、馆员之间、

馆员与用户之间要开展广泛的交

流与沟通

•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形成共识，以促进馆员、培训者

和用户对数据服务形成更高层次

的认知

构建馆员数据素养能力发展的

外部生态

•高校图书馆可以采取跨系联

合、跨所（馆）联合、跨国

联合的形式，合作制订科学

数据获取和共享政策，合理

设计馆员数据服务教学方案，

完善数据服务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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