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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big data has been applied and popularized in many industri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data literacy has become 
a necessary basic accomplishment for every citizen. To improve the data literacy of higher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only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re element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bsence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group of our school,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gnition of data literacy is analyze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school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ata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	build	the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system,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limited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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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大数据在经济社会众多行业得到应用和普及，数据素养已成为每个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提升高职专科学生数据素
养，既是适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又是提升学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针对高职数据素养教育缺位的现状，立足学校专业
群，以师生对数据素养的认知情况进行现状分析，为学校建立科学合理的数据素养培养体系、建设相应的课程体系、合理
分配有限教学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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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

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数字

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在此大背景下各行各业

都对数据资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对高职院校的人

才培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熟练掌握专业技能之

外，还包括综合素质的提高，数据素养则是综合素质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当前高职教育中，无论是传统专

业还是新兴专业，存在对学生数据素养培养缺位的问题。为

了适应产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

成为高职教育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2 数据素养的基本内涵

当我们打开微博看资讯时，看到一些热门事件，比如

胡鑫宇事件，你会有这样的疑问吗？这个数据和信息是正确

的吗？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每人每天都在创造许多即时信

息，我们如何理解这一切并做出有深度的决定？这就需要一

个技能——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是具备数据意识和数据敏感

性，能够有效且恰当地获取、分析、处理、利用和展现数据 ,

并对数据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它是对统计素养和信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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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延伸和扩展 [1]。

数据素养这项技能能让我们更了解数据和信息，再由

数据提供的信息作出决定。比如我今天要到京东商城挑选一

个款平板电脑给我的女儿使用，第一步就是要会获取数据，

那么我就要能读懂且理解平板的每一个技术参数。第二步是

要会分析数据，这是做出选择的关键。这是否代表我必须擅

长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才能进行选择？当然不是。在这个案

例中，当我们在搜索框中输入学习平板电脑，就会有大量的

产品出现在搜索结果里，或许会有 5 个产品吸引了我的注意

力，接着我就要分析这 5 台平板电脑的信息，理解和洞悉才

能让我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分析也代表着自我提问，我们要

对所有事情持质疑态度。质疑数据代表着两件事情：第一质

疑呈现在你面前的信息，并向客服进行提问，产品能提供给

我的是什么。第二是提出自己的立场，我需要的是什么，以

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我才能决定哪一个产品更适合我女儿。分

析数据是否需要学习如何写程序和学习统计学，这个就分情

况而论。我曾经看过一名国外大数据师的精彩演讲，如果你

从事相关专业，当然非常有必要，如果你仅仅为了适应社会，

那么你只需要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因为人脑才是最强大的

计算机 [2]。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必须当数据科学家，而是所

有人都必须掌握数据素养这个技能才能适应这个时代。

所以数据素养不应该仅聚焦在专业层面，停留在少数

领域当中，而应该向更多人群进行推广普及，针对不同群体

提供不同维度的数据素养教育，以我校为例，见表 1。

表 1 不同群体数据素养维度表

数据素养维度一级指标 数据素养维度二级指标 内容 适用群体 负责部门

数据意识

（主动的利用数据描述

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

数据敏锐意识 对数据的洞察以及响应速度

通用型素养

认识类课程

适合全体学生
图书馆

邮电学院

信息中心

《信息技术》课程教

师团队

数据安全意识 有效保护自己的数据隐私

数据法律和伦理道德意识
在符合法律以及道德伦理的情况下获取并

使用数据

数据开源共享意识
在合法合规情况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数

据成果，共建良好数据生态

数据思维

（根据数据来思考事物

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一

种量化的思维模式）

定量思维 用数字来描述、量化信息
创新型素养

认识类课程

适合全体学生

相关思维
所有数据都有可能存在关联，需要建立预

测模型，支持预测思维

实验思维 所有数据都可实验，目的是辅助决策

数据知识技能

（数字工具的使用）
数据的处理能力

获取、处理、分析并可视化呈现数据时

所涉及到应用工具的掌握，如 Excel、
SPSS、R、MATLAB、Hadoop、Python、

网络爬虫工具等

创新型素养

应用类课程

适合交叉学科类

专业和对相关知

识有学习欲望的

学生

各二级学院

基础教学部

信息中心

数据评估与决策

（对处理的数据进行多

维、有效的评估，并做

出合理决策）

利用数据进行有效决策
通过数据做出科学推断以及合理的解释，

使得决策更加优化、合理

专业型素养

大数据类专业

大数据专业教师团队

信息中心

3 大数据时代我校高职专科学生数据素养现状

大数据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0 年，从 2009 年开始，“大

数据”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时至今日，大

数据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但是数据素养培养缺位的问题在

我校依然很突出，有的学生甚至将其和信息素养混为一谈。

作为大数据技术专业老师，同时在全校范围内上公共基

础课《信息技术》，通过课堂教学提问，观察、课后和学生

沟通的方式了解到我校学生中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大部分学

生不能准确解释大数据的含义，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存在

盲点，数据可视化方面欠缺。当前，Excel 仍是广大学生进行

数据计算和分析的主要工具，但也只会使用基础功能，较为

复杂的功能则很少涉及。缺乏进一步、高层次的数据分析技能，

隐私和伦理方面的知识欠缺。究其原因，在通用型素养教育

方面，主要是开课部门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相应公共课程设

置和研究；在创新型素养教育方面，各专业课程设置缺乏与

时俱进，学生仅学习传统专业课程，对学科交叉和数字技术

渗透理解不深刻，所以对培养计划并未作出及时调整；专业

型素养教育方面，大数据专业学生，侧重知识和工具学习，

缺乏相关实践机会，以致难以掌握实用数据技能。

4 学校高职专科学生数据素养养成教育模式
研究

虽然数据素养的重要性已经被师生意识到，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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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进行数据素养培养还未形成清晰的路径，有关的政策、

标准的支撑略显薄弱，更谈不上以完整的培养体系和培养

模式融入专业教育当中。这一部分我将结合我校实际，对

高职专科学生开展数据素养培养路径和方法提出以下几点 

思考。

4.1 宏观层面制度推进，基层层面结合具体对象落地
《中华人民共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篇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其中提到：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

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变革 [3]。《“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到数据是

新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是

数据的集合，以容量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

为主要特征，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是提升政府治

理能力的新途径，是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新机遇。《提升全

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工作要点明确，数字资源供给

更加丰富，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初步构建，劳动者数字工

作能力加快提升，人民群众数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创

新活力竞相迸发，数字安全防护屏障更加坚固，数字社会法

治道德水平持续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环境不断优

化。从这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和推进来看，顶层设计已经构建

出基本架构，余下就是基层针对不同数据主体形成数据素养

教育服务体系。近年来，国家对“数据”这一主体上投入较大，

对“数据素养”主体研究较少，更缺乏针对“数据素养教育”

这一主体的实践性研究。学校各部门应依托政策架构，对不

同主体制定符合发展趋势的教育模式。数据素养教育研究也

更应该逐渐从大范围、偏概括的理论性研究向面向具体学科

类别、某一特定专业开展范围更为具体、针对性较强的实践

研究过渡，使得数据素养教育覆盖更多学科、调动更多主体

参与教育实践。

4.2 微观层面多部门联动明确数据素养的培养目标

及层次，建立递进式的课程体系

4.2.1 迎接数字化，教师身先行
2022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

明确教师数字素养内涵。数字化时代教育环境、教育资源、

教学模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教师需要适应并能利用数字技

术进行教书育人。欲助人者先自助 , 欲教人者先自教，面对

智能互联黑板、3D 实验模拟驾驶舱、自动评卷分析系统……

先进技术迭代更新，助推着教学设备、教学方式推陈出新，

也驱动着我校专任教师不断学习、提高数字素养。学校科研

处和教务处应牵头做好教师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培养工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两部门要为老师们提供各种好的

工具，并且通过理论培训、动手实作，模拟课堂环境教学等

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帮助老师们熟悉、掌握和运用这些工

具，最后达到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的目标。

4.2.2 信息中心提供技术支撑
数据教育以技术为依托，以网络为基本载体，信息中

心在整个培养体系中要提供好后勤保障工作。学校信息中心

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业务部门，承担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规划

和管理、信息化应用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为全面提升学校的

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水平提供保障。

4.2.3 图书馆研发并讲好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数据素

养教育第一课
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图书馆对数据素养教育也做出了

有成效的尝试，如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为考古学专业提供数据

的创建、管理、存储和再利用，为社会人类学专业提供数据

管理基本知识、补充问题、管理软件的介绍及使用等。北京

大学图书馆的“一小时讲座”，系统介绍图书馆服务、数据

库的介绍与使用、检索技巧、统计数据和科研开放数据的

查询获取、大数据下的论文写作指导、数字人文与大数据、

Excel 与 SPSS 数据处理软件的运用等。学校图书馆数据资

源丰富，拥有雄厚的信息素养教育经验和人才基础，可以效

仿这些名校的优秀做法，实施数据素养教育。在移动终端普

及的今天，获取信息越来越方便，学校图书馆应当承当起帮

助学生精准、高效地查询、获取、呈现数据的通识教育，注

重培养通用型素养。该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以基础知

识普及为主，引导学生树立数据意识、建立正确数据观、了

解校内外数据资源、掌握基本的数据查询和分析工具。例如

图书查询；根据我校涉及的专业大类交通运输、机械、经济、

计算机、电气、电子信息、自动化等，明确各类别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官方查询网站，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遇到问题会从权威网站找答案；文科生要学会使用知网、

SSCI 等人文社科类的数据库，SPSS 等统计工具，理工科生

要学会使用 SCI 数据资源，MATLAB、PSIM、Python 等常

用软件，这种通识教育以专题讲座形式开展。

4.2.4 依托《信息技术》开发数据素养课程
2000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试

行）》的通知，从此《信息技术》几乎贯穿整个学生学习生涯，

这门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信息技术》

是我校公共必修课，近十年学校该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时代发

展需求，不断更新《信息技术》课程的内容，先后出版了《计

算机应用基础》（主编：肖茜，2016 年第 1 版），《信息

技术教程》《信息技术实训指导书》（主编：王劲松，2020

年第 1 版）。目前团队正在开发的《信息技术》课程，是基

于大数据背景下各种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结合国家信息技

术创新和国有产品替代化的基本策略再次更新，内容比较全

面，除核心内容为所有专业必学必考外，可以根据专业特点

选学不同内容，真正做到让内容与时俱进，让学生能快速适

应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课程的开发，能够有效地推动数据

素养教育向深度发展，并可促进信息技术教育与数据素养教

育的融合，以及多元教育实施主体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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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各专业建立面向不同层次主体的教育评价体系
第一，各专业按学分制建立专业入门课。以大数据技

术专业为例，在“学习通”App 上建立专业入门课：包含四

个模块。第一个模块为入门必看，包含一本书一部纪录片。

英国作家维克托·迈尔 - 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合著的

《大数据时代》，是国外大数据研究的先河之作，本书作者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被誉为“大数据商业应用第一人”，

书中展示了谷歌、微软、亚马逊、IBM、苹果、facebook、

twitter、VISA 等大数据先锋们最具价值的应用案例，浅显

易懂，故事性强。央视纪录片《大数据时代》是国内首部

大数据产业题材纪录片，节目细致而生动地讲述了大数据

技术在政府治理、民生服务、数据安全、工业转型、未来生

活等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和影响，源于生活，能更好地引

起学生的共鸣。第二个模块为行业动态，包含一个网站（中

国信息协会大数据分会：https://www.ciiabd.org.cn/）和最新

版《大数据白皮书》以及大数据专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文

件，便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时查阅。第三个模块为专业基

础知识。这部分内容将按照课程类别将一些核心知识点以微

课形式上传，便于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并发现提前

问题，解决问题，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比如《线

性代数》使用五个微视频简单介绍：课程导入（学什么？怎

么学？）、行列式、矩阵、n 维向量、线性方程组等相关知

识点。通过提前了解，课程正式学习时学生才会带着问题去

学习。第四个模块为大数据技术专业三年必读书单：包含《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统计学》推荐 David Freedman 版、《业

务建模与数据挖掘》等。专业入门课是一个递进式的学习模

式，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始于对专业建立感性认识，扩展

到学科基础，终于为专业核心课程服务。这类课程可由专业

负责人和骨干教师主导建课和评价。

第二，优化教学资源，让更有资质的学院和教师负责

专业公共课程。秉承“大同小异”的理念，构建面向不同

层次主体的，既统一又有所差异的数据素养教育评价体系，

并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在信息浪潮的推动

下，学科交叉日趋明显，不同二级学院的不同专业可能会涉

及同样的课程，比如铁道概论、Python、C 语言、Matlab、

电工电子、AUTO CAD、Solidworks 等。对于此类课程应由

开课部门牵头到各二级学院考察后，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建立课程标准，以公共课程的方式在涉及此类课程的专业

中开展，对此类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

排以选修课的方式进行学习。因此此类课程的界定就是专业

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以《铁道概论》为例，学校基本上每

个二级学院都在开设课程，因为每个二级学院都有铁道类专

业。笔者认为最佳选择是让机车车辆学院的专业教师负责。

作为学校铁道类专业的“大哥”，他们的专业群基本上与校

同建，历史悠久，有较深的文化沉淀，况且他们拥有一半以

上的硬件设备，具备讲解加观摩的学习模式，有利于学生更

好地掌握这门课程。比如邮电学院负责 Python，C 语言，数

据库，机电学院负责电工电子、AUTO CAD、Solidworks，

基础教学部数学教研室负责 Matlab 等。

第三，各专业团队负责开展三年一贯制的数据素养教

育。在校内，专业性较强的数据获取和处理技能培训、数据

分析能力培养应由各专业团队负责开展并跟踪评价。除此之

外，协同学校信息中心、邮电学院建立和完善专业的电子数

据库、开设面向本专业的小型阅览室，有助于学生更有目的

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更有力度地、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引入

数据科学，统计学，计算科学等内容。在校外，代表学校协

同兄弟院校、企业、行业、政府一起组建“数据素养教育联

盟”，相互联动，以弱带强，共同进步。

5 结语

通过数据，世界万物都是可计算的。数据素养是针对

全校学生而不是特定的专业群体。数据素养的重点是多部门

联动，根据不同的群体建立不同的培养评价体系，数据科学

和分析具有普适性，数学、算法或工程只是工具，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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