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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首都医科大学为例，分析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现状、影响因素和教育需求，提出提升医学本科生
数据素养教育策略，包括开展数据素养通识教育，密切结合专业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拓展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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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科学数据是医学科学研究的基础与根本保

障，医学生是医学科研数据重要的应用、产出、管

理者之一，其数据素养现状以及如何开展数据素养

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数据素养

２１１　概念　也称数据信息素养，目前没有统一
概念，是指数据意识、科学数据采集、组织和管

理、处理和分析、共享与协同创新利用等方面的能

力，以及在数据生产、管理和发布过程中的道德与

行为规范［１］。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素养概念范

围探讨，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数据素养现状

调查［２－３］，数据素养培养体系［４－５］以及数据素养教

育实践方面［６］。

２１２　教育形式　开展形式多样，包括学位项目
或证书课程、学分课程、短期培训、专题研讨会、

免费在线课程、竞赛等。张新红从教育对象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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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学课程、方式、内容等方面调研国内外高校图

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现状［７］。国外哈佛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爱丁堡大学等都

开设数据素养教育培训课程。美国多个知名机构明

确提出将数据素养增加到信息素养中［８］，国际上３８

所ｉＳｃｈｏｏｌ院校针对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从数据意

识、能力、伦理３方面开设各具特色课程［９］。华盛

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利

用Ｌｉｂｇｕｉｄｅｓ建立数据素养信息资源导航，帮助研究

者找到数据素养相关资源，如课程、软件工具、教

程及视频等。国内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等开

展数据素养教育、数据管理与利用培训，形式多为

讲座、研讨会［１０］。

２２　数据素养评价

当前已有一些数据素养评价量表，主要针对研

究生、科研人员，而关于本科生的调研相对较少。

李楣围绕科研活动流程构建研究生数据素养胜任特

征，从数据意识、数据收集与评估、数据组织与管

理、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利用与归档及数据伦理

６个维度 ４８项指标构建研究生数据素养评价量

表［１１］。隆茜从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数据处理

与分析能力、数据交流能力、数据评价能力及数据

道德６个维度２２项指标构建高校师生数据素养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１２］。李红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方

法，通过实际案例构建高校本科生数据素养指标体

系，共有６０项有效指标［１３］。张云秋等针对医学生

特点，确定６个评价维度１７个指标，以吉林大学为

例对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现状进行调查［１４］。

３　问卷设计

基于已有指标体系，针对医学本科生，确定数

据意识、数据收集与评估、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

处理与分析、数据利用与共享、数据伦理６个维度

３２个指标。问卷内容分为３部分，第１部分为调查
对象基本信息，如性别、年级、专业、在校学习期

间参与的数据获取、分析处理等与数据相关活动形

式，第２部分为数据素养评价量表，由被调查对象

自评打分，每个问题按１～５分设置分值，１分为非

常不符合，５分为非常符合。第３部分为医学本科

生数据素养教育需求。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调查对象

使用问卷星网站，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月通过微

信、网站发放问卷，问卷调查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

医学相关专业本科生共 ５９６名，其中男生占

３４２３％，女生占 ６５７７％，大一占 ２１８１％，大二

占５２５２％，大三占 １５４４％，大四占 ７２１％，大

五占３０２％。涉及临床、护理、预防医学、基础医

学、康复、儿科、精神医学、药学等 １２个专业，

其中临床专业人数占比最多，为４０７７％。在校学

习期间参与数据获取、分析处理等与数据相关活动

主要来自课程学习 （占 ９２４５％）、日常生活 （占

３６０７％）、学 生 工 作 （３５５７％）、论 文 写 作

（３５４０％）、科研项目 （２６３４％）。

４２　数据素养评估

问卷涵盖６个维度３２个选项，总分１６０分。数

据呈左偏态分布，被调查对象平均得分为１１５２６，

标准差为２１５３８，极大值１６０，极小值３２，四分位

间距 Ｐ２５＝１０１３３、Ｐ５０＝１１５０４、Ｐ７５＝１２８２３，

其均值处于 Ｐ５０～Ｐ７５之间，被调查对象数据素养

总体水平基本处于中等略微偏上。

４３　数据素养影响因素

４３１　性别　医学本科生各年级数据素养情况，

见表１。采用非参数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 Ｐ＞００５，

数据素养水平在性别上未显示出显著差异。男生

２０４人，平均分为 ７２，女生 ３９２人，平均分为

７２０６，男生在数据收集与评估、数据组织与管理、

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平均分比女生稍高；女生在数

据意识、数据利用与共享、数据伦理维度平均分比

男生稍高。

４３２　年级　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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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没有显著差异。大三年级平均分最高，为
７３８４，其次是大一、大二、大五，大四得分最低，
为６７２７。大四年级在各个维度上分数都较低，尤
其是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分数低于其他维度，同时

也低于其他年级；大五年级各个维度分数比大四年

级稍高，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分数最低；大三年级

各个维度评价相对较高，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分数

最低；大二年级数据收集与评估维度分数最低；大

一年级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分数最低，见图１。

表１　医学本科生各年级数据素养情况 （分）

年级 人数 数据意识 数据收集与评估 数据组织与管理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利用与共享 数据伦理 年级平均分

大一 １３０ ７７５０ ７１１３ ７１５９ ６８４２ ７２０３ ７７９５ ７２２３

大二 ３１３ ７８０５ ６９３６ ７０９５ ６７６６ ７３１２ ８１５３ ７２２２

大三 ９２ ８０６５ ７２２８ ７１５６ ７０５３ ７３４８ ８０８７ ７３８４

大四 ４３ ７３４９ ６６１２ ６５７４ ６２４６ ６７９１ ７４２６ ６７２７

大五 １８ ７５００ ６６８５ ６８７０ ６６６７ ７０００ ７６３０ ６９６５

总体 ５９６ ７７９１ ６９８９ ７０７４ ６７８６ ７２４７ ７９９７ ７２０４

４３３　专业　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结果 Ｐ＝００１９＜００５，有显著差异。总分高于

平均分的 ５个专业是康复医学、药学、精神医

学、管理学、临床医学，见图 ２。康复医学、药

学专业６个维度相对均衡，数据意识、数据伦理

维度分数较高，药学专业数据收集与评估、数据

组织与管理维度分数相对较低。精神医学专业数

据处理与分析、数据收集与评估维度相对欠缺；

管理学专业数据处理与分析维度尤其欠缺；临床

医学专业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收集与评估维度

得分较低，数据组织与管理、数据利用与共享维

度分数居中，数据意识、数据伦理维度分数较

高。总分低于平均分的专业是儿科、基础、中

医、眼视光医学、护理、预防和口腔医学，见图

３。数据处理与分析、数据收集与评估两个维度

短板相对更加凸显，数据意识、数据伦理维度比

其他维度得分相对较高。

４４　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教育需求

医学本科生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数据需求主要

是 生 物 医 学 数 据 （９１７８％）、生 活 类 数 据
（５１３４％）、公共政府数据 （３２０５％）、经济数据
（２０８１％）、工业数据 （９０６％）。满足数据需求的
渠道主要有：检索专业数据库 （７１６４％），咨询教
师、专业人员 （７１１４％），通过问答网站或社区了
解 （６８４６％），与同学、朋友交流 （６５１０％）。学
生希望提升数据素养相关能力依次是数据处理与分

析 （８５０７％）、数据收集与评估 （８１７１％）、数据
组 织 与 管 理 （７０３０％）、数 据 利 用 与 共 享
（６０７４％）、数 据 意 识 （５７８９％）、数 据 伦 理
（３２５５％）。希望提升数据素养的形式依次是嵌入
相关课程 （６７６２％）、专门的课程学习 （６５９４％）、
讲座与培训 （４９３３％）、基于兴趣的学习小组
（４７３２％）、网络自学 （３７７５％）、参加相关竞赛
（１９９７％）。对信息素养、数据素养课程建议是增加
案例、操作实践以及数据处理软件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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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各个维度情况

图２　康复医学、药学、精神医学、管理学、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数据素养情况

图３　儿科、基础、中医、眼视光、护理、

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数据素养情况

５　提升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教育策略

５１　开展数据素养通识教育

课程设置应贴近学生学习、科研或实践需求，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据素养通识教育促使学生充

分认识到数据重要意义，使其具有数据保存、管

理、利用以及安全意识，了解熟悉各类数据来源和

获取途径，能够评估数据准确性与局限性；了解不

同数据管理平台，能够有效保存、管理科研数据；

了解数据处理与分析基本方法与工具以及数据采

集、使用、分享中所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在数据利

用过程中遵守学术伦理规范。使学生具备发现、收

集、利用、管理、规范数据和相关工具的能力。

５２　密切结合医学相关专业教育

根据不同学科领域或专业类别，有所区别地设

计数据素养课程教学内容，可分为通用的和代表性

的专业领域数据素养。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教育应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嵌入相关学科或信息素养课

程，与学科专业密切结合，针对特定专业问题，通

过数据收集、分析、整合来学习、构建知识地图。

５３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队伍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教师需要构建起

以意识为引领、以知识为基础、以技能为重心、以

能力为支撑的数据素养结构［１５］，应加强教师数据素

养知识及数据应用能力的培训。教师应具有自我发

展意识，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资源，应用翻转课堂

和混合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数据应用处理能力。

引进专门的数据科学人才，开展跨学科及校企合

作，全方面、多渠道提升教师数据素养。

５４　拓展教育途径

数据素养教育当前仍然以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等基础性技能教育为主［１６］，除课堂讲授基础知识外

应加强实践操作，鼓励学生从现实世界中采集数

据，积极参与数据创建、分析、应用、保存过程，

充分理解数据价值与作用。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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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丰富的网络资源自主学习，补充相关知识。另

外图书馆、学校社团组织应积极开展数据科学讲

座、培训、兴趣小组，使学生了解数据多样性及相

关应用工具。鼓励学生参加数据相关竞赛，在实践

中提高数据素养。

６　结语

数据素养已成为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医学

本科生是国家未来医学人才，更应该掌握医学、健

康科学数据知识与能力。医学本科生数据素养教育

应以医学、健康、医疗数据意识教育为基础，提高

学生数据伦理观，提升其面向应用场景的数据收集

与评估、组织与管理、处理与分析、利用与共享各

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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