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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素养研究热点与主题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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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以CNKI数据库206篇数据素养文献为研究对象,采

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及聚类分析,生成数据素养领域的研究作者、研究机构、研究热点和研究时间态势的知识

图谱,重点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的信息素养、教育大数据、科学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教育、科学数据等5个自

动聚类,宏观揭示数据素养领域研究文献的演进路径,为进一步深化数据素养研究提供参考。研究表明:数

据素养研究受国家政策驱动明显,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于提升;图书馆是数据素养教育的主阵地;数据素养

研究内容以国外教育案例介绍为主,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应用研究不足。
关键词:数据素养;CiteSpace;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 OSID: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20)04-0052-08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驱动创新和决策

的新模式对行业与个人都产生重要影响[1]。数据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指“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

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网络中的数据是指

收集、测度并保存起来可管理可利用的信息。总体

来看,大数据是财富,是资源,是科学研究的战略高

地,因此要把大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要真正把

大数据当作国家重要资源来谋划发展战略[2]。要发

挥国家大数据战略功能,科学数据的采集、存储、处
理、传播、管理以及共享等技能素养,就显得极其重

要[3],这种技能素养是当前大数据领域研究的热点,
是科研人员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必备因素和核心竞

争力,也称数据素养[4,5]。
对于数据素养的确切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

成一致的认识。较早明确提出“数据素养”这一概念

的是2004年发表的《信息素养、统计素养和数据素

养》一文[6]。Sarah等认为,数据素养是指能够将数

据研究转化为科学决策与政策实施的数据使用能

力,这种能力是所有研究者的必备素养[7]。Carlson
等认为,数据素养的生成过程就是研究者正确认知、
理解、运用和转化数据的实施过程[8]。在国内,张静

波等认为数据素养指“研究者在科学数据的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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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研究者在数据的生产、管理和发布过程

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9]。孟祥保认为数据素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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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郝媛玲把数据素养划分为数据态

度、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技能和数据伦理5个

方面[4]。尽管数据素养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

定义,但是综合多方面文献,本研究认为数据素养强

调个体具备较高的数据意识和伦理道德,能够创设

最优化的数据获取环境和数据收集工具,进而规范

获取数据、批判性地选择和评估数据、规范化地管理

和处理数据、合理地应用和共享数据。本文立足

CNKI数据库,应用软件CiteSpace
 

V生成数据素养

研究文献的知识图谱,进而开展可视化分析,以实现

学科知识的前沿热点和演变趋势的可视化呈现,宏
观揭示数据素养领域文献的演进路径,为研究者深

入开展数据素养研究提供参考。

一、数据素养:信息素养的拓展与延伸
信息素养在1974年首次被Paul

 

Zurkowski提

出,是当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概念。1979年,Taylor
将该词汇应用到图书馆研究。1989年,美国图书馆

协会(ALA)指出信息素养的本质是发现、检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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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用信息。2011年,英国国立和大学图书馆协会

指出信息素养包括数字素养、视觉素养、媒介素养、
学术素养、信息技术、信息处理、数据管理等7个要

素。2015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
定义信息素养“是包含反映发现信息、理解信息生产

和价值、使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和参与社群学习的综

合能力的集合”[11]。简单来说,信息素养是强调人

们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数据时代,信息

存在方式发生变化,信息的形式多样化,信息素养的

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对信息素养提出了挑战,尤
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更是如此。201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标志着我国在顶层设计上对大数据的实践与

实施做出了总体部署,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

资源[12]。获取数据、挖掘数据、应用数据已不仅仅

是数据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必备的技能,也是新时代

我们研究者所需的综合素质,这使得数据素养日渐

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比较信息素养和数据素养,我们发现二者都是

适应时代发展提出来的,数据素养可以理解为信息

素养的拓展和延伸,但专家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张

静波认为数据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子集[9];黄如花认

为数据素养比信息素养的外延更大[11];杨晓菲认为

数据素养是信息素养的最佳延伸与表达[13]。在信

息的获取与挖掘、分析与应用、安全与伦理方面,信
息素养与数据素养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强调

个体需要具备发现、查找、确认、评价、利用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但数据素养尤为强调个体的数据分析应

用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数据伦理与道德。数据

素养所涉及的数据类型多是非结构性数据,处理起

来更复杂,难度更大。在大数据时代,运用云计算、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大数据技术将数据连接、贯
通,彰显了数据的战略性地位和时代价值。这是大

数据分析的魅力所在,也是大数据时代信息素养所

欠缺的薄弱环节。数据素养是大数据时代信息素养

的延伸和发展,是一种能够辩证、科学、正确认识和

挖掘数据的价值,在符合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对数据

加以操作和管理,能够通过分析、存储、转化等操作

或长久保存信息,以备再次应用以实现其蕴含的巨

大价值的能力。

二、文献结构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由于近10年来数据素养领域研究文献众多,本
文从CNKI数据库中选取CSSCI期刊论文,检索时

间为2019年8月30日,以“主题=数据素养”进行

检索,共检索出214篇记录。基于检索结果,根据题

目和摘要,将非学术论文、与主题不相关的论文进行

剔除,人工筛除不相关文献8篇,最终确定学术论文

共计206篇作为分析样本,采用美国Drexel大学陈

超美博士开发的CiteSpaceV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样

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和时间序列

分析等可视化呈现,能够有效反应文献之间的互动、
交叉、联系和衍生等关系。

(二)年度分布

数据素养领域的CSSCI论文最早出现于2011
年,2015年发文开始呈规模增加,发展趋势曲线呈

现出迅速上扬态势,这表明对于数据素养的理论研

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由图1所示,2011-
2014年数据素养领域论文发文总量9篇,而仅仅

2015年即达22篇,2016-2018年分别为48篇、45
篇、55篇,这与国家的政策驱动是分不开的。2015
年,国家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首次提出

发展“国家大数据战略”。大数据被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已经成为国家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重要的生

产力。国家的重视与扶持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图1 数据素养领域高质量论文的年度分布

(三)核心作者和核心机构

图2是数据素养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节点

34个,连线18条,展示的是数据素养领域作者之间

的合作关系,节点表示作者,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的

文章被引频次越多,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合作关系,连
线越粗表示合作关系越强,连线的颜色表示不同的

年份。图3是数据素养领域研究机构知识图谱,节
点23个,连线6条。节点表示机构,节点越大说明

该机构的文章被引频次越多,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合

作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合作关系越强,连线的颜色表

示了合作的时间段。
由图2可以看出,共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作者

是胡卉、邓李君、吴鸣、张群、沈婷婷、黄如花、杨现

民、杨文建、李新、郝媛玲。由图3可以看出,共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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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较高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大学、上海大学图书馆等。总体来看,各研

究机构间比较独立,没有较高的合作度。综合图2
和图3,数据素养研究领域共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

胡卉,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其次是邓

李君、吴鸣和张群,分别供职于四川外国语大学图书

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江南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是海量数据资源的集散地和学术信息的

交流平台,并且在服务科研一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

富的数据管理经验,成为提供数据管理服务和开展

数据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14]。围绕数据素养的教

育和研究,图书馆的服务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积极

开展数据素养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一项紧迫和重要的

任务。

图2 数据素养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图3 数据素养领域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四)期刊分布

从学术论文的期刊分布来看,一共有19种期刊

就“数据素养”主题刊登了超过4篇以上的论文(见
图4)。从载文数量来看,以《图书与情报》《图书馆

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3种期刊最为突出,其
中3种杂志9年间共发表“数据素养”主题论文分别

为20篇、20篇、16篇。从期刊的主题分布来看,其
主题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涉及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

馆、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数据素养的跨学科研究

也发展迅猛,已深入到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以及

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并衍生出多个交叉学科主题。 图4 数据素养领域载文4篇以上的期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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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热点分析

CiteSpace
 

V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来确定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浓缩

和提炼出的词语,能够有效将文章的研究目的、研究

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进行概括总结,关键词的

知识图谱见图5。从图5和表1可以看出,“数据素

养”“大数据”是该知识图谱中频次最高的两个节点。
此外,“数据素养教育”“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等
关键词的频次也位于前列。

图5 数据素养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数据素养频次TOP20的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关键词

1 101 数据素养 11 5 科学数据素养

2 61 大数据 12 4 美国

3 37 高校图书馆 13 4 教育

4 35 数据素养教育 14 4 信息素养教育

5 25 信息素养 15 4 科学数据管理

6 12 图书馆 16 4 教师专业发展

7 8 教育大数据 17 4 MOOC
8 7 科学数据 18 3 数据新闻

9 7 大学图书馆 19 3 科研数据管理

10 6 大数据时代 20 3 数据生命周期

  其次,中介中心性代表着节点在网络中的媒介

能力。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越高,说明其占据节点

的位置越多、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越多,可以

认为该节点居于重要地位。通常在一个共词网络

中,中介中心度较高的节点很大可能预示了未来的

研究趋势。分析数据素养中介中心度排列前20名

的关键词(简称TOP20)发现,关键词中介中心性位

于前5的分别是“数据素养”“数据素养教育”“大数

据”“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等(见表2)。综合表1
和表2,关键词词频与中心中介性指标呈现部分一

致趋势,有15个关键词同时位列TOP20高频关键

词和TOP20高中心中介性关键词,分别是:“数据

素养”“大数据”“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信息

素养”“图书馆”“教育大数据”“科学数据”“大学图书

馆”“大数据时代”“科学数据素养”“美国”“教育”“科
学数据管理”“科研数据管理”。可见,大数据是数据

素养研究的重中之重,数据素养教育、信息素养、教

育大数据等也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是与数据素养紧密相关的机构。

表2 数据素养中心中介性TOP20的关键词

序号
中介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中介

中心度
关键词

1 0.66 数据素养 11 0.02 教育

2 0.42 数据素养教育 12 0.01 图书馆

3 0.27 大数据 13 0.01 科学数据素养

4 0.25 高校图书馆 14 0.01 科学数据管理

5 0.13 信息素养 15 0.01 科研数据管理

6 0.08 人才培养 16 0.01 数据素养能力

7 0.03 科学数据 17 0.01 数字人文

8 0.03 大学图书馆 18 0.01 指标体系

9 0.03 美国 19 0.01 科研数据服务

10 0.02 教育大数据 20 0.01 大数据时代

  (二)关键词聚类热点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

过CiteSpace
 

V软件对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进行自

动聚类,生成自动聚类标签视图(见图6),分别是

“信息素养”“教育大数据”“科学数据素养”“数据素

养教育”“科学数据”。Modularity为0.3714,Mean
 

Silhouette为0.5534。

1.聚类0: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的内涵、
教育模式和评估三个方面。信息素养的内涵前文已

经分析,在此不再赘述。第一,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

多元化。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比较成熟的主要有通识

(学分)课程模式、嵌入整合教育模式、基于 MOOC
的混合教学模式三种。国外学者侧重于 MOOC环

·55·

田 华,等:数据素养研究热点与主题变迁



境下信息素养技能、信息素养教育能力标准以及信

息素养教育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侧重于国

内外 信 息 素 养 MOOC 建 设 现 状 的 调 研、基 于

MOOC的信息素养平台设计、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框

架与教育模式以及翻转课堂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应

用等方面的研究[15]。第二,信息素养评估。信息素

养评估主要包括学生信息的评估、教师信息的评估

和国际健康信息的评估。学生信息评估的对象包括

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主要针对大学生,针对中小学生

的信息素养实证研究很少,评估的维度通常为信息

素养思维观念和实践能力两个层面,助力《教育信息

化2.0行动计划》所制定的学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

体系[16]。健康信息素养评估自1997年开始日益受

到各国学者的关注,美国在健康信息素养评估研究

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我国在该方面的能力标准

和标准化评估工具的研究设计方面还处于探索阶

段[17]。

图6 数据素养领域关键词共现网络自动聚类标签视图

  2.聚类1:教育大数据

201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发布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全面开启以大数据为

重要载体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升级新征程[18]。教育

大数据是大数据的一个子集,特指教育领域的数据

集合。教育大数据是教育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以及

根据教育需要采集到的一切可用于描述教育教学活

动的数据集合,包含教学过程采集和捕捉的教学大

数据[19]。正因为大数据的嵌入,使得教育被技术赋

权,拥有了表征教育过程的大数据量的有形价值,更
揭示出了教育与数据之间产生的关联性、系统性、趋
向性的无形价值。这是传统教育模式面临的新挑

战。依照不同层级的教育主体和教学活动的各项内

容,教育大数据可以分为4个层次和6大类型。4
个层次包括个体、学校、区域和国家;6大类型包括

基础数据、教学数据、科研数据、管理数据、服务数据

和舆情数据[20]。教育大数据关注的焦点集中于3
个方面[21-23],一是教育大数据的基础理论,如教育大

数据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价值;二是教育大数据

支持下的学习方式、学习分析的探索,如运用教育大

数据改善学习、评价学习;三是教育大数据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重点关注重塑教学模式、转型研究范式、

创新教育决策、变革教育管理等方面,包含高等教

育、中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

等。

3.聚类2和聚类4:科学数据与科学数据素养

科学数据素养是数据素养的一个子集,将“数据

素养”的概念和应用范畴限定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且

对数据的范围给予更加明确的界定,特指“科学数

据”。传统的科学数据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一切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原始性、基础性数据,
以及按照不同需求系统加工的数据产品和相关信

息[24]。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日

益成熟,科学计算促使人类描述社会复杂事物的能

力不断提升,科学数据被赋予了新的内涵。2019年

2月颁布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

办法(试行)》中指出,“科学数据主要包括在自然科

学、工程技术等领域,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

开发等产生的数据,以及通过观测监测、考察调查、
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可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始

数据及其衍生数据”[25]。在大数据时代,科学数据

已经不再是孤立的静态数据,而是处于一种整体框

架、系统逻辑之内的一种动态数据,进而形成一种相

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数据网络。因此,数据越来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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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基

础资源,如何对其进行长时段、全方位的采集,系统

化、科学化的分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从现有研究来看,科学数据素养主要指从事科

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在数据的收集、处理、管理、评
价、利用、再生产等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具备的一般的

思维、知识和技能,以及在数据管理中形成的一种伦

理道德与行为规范。科学数据素养重在强化对数据

的理解、管理和利用的能力,目的在于实现数据的再

生产和再利用。纵观当前科学数据素养研究路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据理解,不同的理解将

会带来不同的数据利用,这是数据利用和管理的前

提;二是数据利用,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行为,
进而实现数据的再利用和再生产;三是数据管理,主
要是在数据生命周期内有效地对数据进行收集、加
工、存储、管理、评估和使用等。三个研究目标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科学数

据素养能力。

4.聚类3:数据素养教育

数据素养教育是提升数据素养能力的必要路

径。目前,国内外数据素养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素养教育主体。主要指政府

与相关机关,如国家统计局、科学基金会、教育部、高
等院校和图书馆行业等[28,29]。二是数据素养教育

的对象。主要包括图书馆员、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及

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小学教师及中小学生、编辑等。
三是数据素养案例研究。主要包括对美国、加拿大、
德国、英国等高校图书馆数据素养教育实践经验的

总结。四是数据素养课程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国

内外 高 等 院 校、图 书 馆 等 数 据 素 养 课 程 设 置 情

况[30]。五是数据素养教育模式以及评价研究。主

要涉及嵌入内容的教育模式、分层次的阶段教育模

式、跨部门协同发展模式、开放式在线教育模式

等[31]。但是,目前国内关于数据素养教育理论研究

仍然极度薄弱,尤其在数据素养教育的总体框架、实
践操作、评价标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区域。这

与社会各界对于数据素养教育的广泛关注的实际情

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数据素养教育实证研究

方面亟须人们对其进一步深化和突破。

四、文献主题变迁分析
为了更好地理解2011-2019年数据素养文献

的主题变迁,本文通过CiteSpace
 

V软件绘制出了

该领域的关键词时间线视图(见图7),大致可以分

为2011-2013年、2014-2015年、2016-2018年3
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2013年。这个阶段是数

据素养的萌芽期,相关文献还较少,研究方向主要集

中在数据素养重要性的论证。第二阶段,2014-
2015年。2014年,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我国《政府工

作报告》,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大数据迎来了重

要的发展机遇。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

首次提出实施大数据战略,紧接着国务院印发《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

资源,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基于国家大数据战

略,如何加速大数据应用的落地生根,方便快捷的大

数据分析工具必不可少,具有较高数据素养的人才

尤其重要。基于此背景,从2014年开始,关于数据

素养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

何开展数据素养教育、图书馆在数据素养教育中的

地位和教育策略。第三阶段,2016-2019年。从

2016年我国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
2020年)》开始,数据素养领域呈现出研究内容丰

富、发表论文数量增多的现象,数据素养的研究由宏

观研究转向微观研究,研究重心由数据素养的重要

性和国外案例介绍转向大数据时代数据素养教育的

具体实施策略和模式研究,呈现出一大批数据素养

教育的模式、评价模型构建、培养机制等理论研究,
但系统性的实证应用研究还有待加强。

图7 数据素养领域关键词时间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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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
纵观2011-2019年我国数据素养领域的研究

成果,从2011年开始,数据素养日渐成为大数据时

代的“新宠儿”,信息素养越来越广泛地被拓展到各

个研究领域,并在各个领域实现对现有数据的再整

合、再挖掘和再管理,进而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彰显出

更大更新的价值。通过以上分析,数据素养的研究

领域研究呈现如下特点,尤其是一些关键问题必须

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积极为之改进。

(一)数据素养研究受国家政策驱动明

显,整体研究还有待提升

虽然国内学者对数据素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
是该领域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从2011-
2019年的研究热度和研究主题来看,我国数据素养

领域的研究与国家政策出台的步伐密切相关,尤其

是国家大数据战略与推动教育变革的教育大数据。

2015年国家首次提出发展大数据战略。数据素养

CSSCI期刊论文数由2015年的22篇猛增到2016
年的48篇。胡卉、邓李君、吴鸣、张群、沈婷婷、黄如

花、杨现民等在数据素养研究方面都是先行者。特

别是2015年以来他们把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开展数据素养教育的先进经验陆续介绍到国内,研
究对象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到高校,从教师、学生

到编辑,在数据素养的概念、内涵、必要性、评价模型

构建、培养机制、教育模式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

探讨,但我国数据素养的整体研究水平还非常薄弱,
亟待进一步提升。

(二)图书馆在数据素养教育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

2015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

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指出,图书馆应重

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

素质课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培训、专题讲座

的形式和内容。数据素养教育是大数据环境下国家

和社会对图书馆赋予的新责任和高要求。图书馆作

为数据素养教育教学和科研的基地,不仅需要整合

资源和服务,而且需要在实践中提升数据素养教育

从业馆员(数据专家)的数据管理经验、数据操作技

能和培训能力,从受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和特征出

发,开展数据素养的合作教育模式,合作的对象可以

是专业教师、学生和数据库运营商等,同时扩展数据

素养教育的覆盖范围和教育方式,密切关注数据素

养教育教学的发展变化,保障数据素养教育的实践

性、持久性与连续性。

(三)数据素养研究方法以理论探讨为

主,深度系统的实证研究不足

国内数据素养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

更多的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论探讨层面。在实践层面

虽然开展了 MOOC、翻转课堂、嵌入专业课等教学

模式,但缺乏运用大规模数据的实证研究,并且既有

的实践运行模式还存在诸多不足。如数据素养教育

内容尚未形成体系,与专业领域相结合的数据素养

教育十分薄弱;课程设计、课程资源配置不完善,教
育形式仍是单一的讲座和培训,内容创新不足,缺乏

结合社交网络、移动网络等在线学习平台开展多渠

道的数据素养教育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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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在数

据素养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及培养策略方面的研究还

不充分。
总之,当前国内数据素养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是如何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和当前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和预测分析等新技术,有针对性、系统

性地提升数据素养,尤其是提升大学生数据素养,目
前还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和实践指导。数据素

养教育要把数据意识和数据伦理作为导向,数据知

识和能力作为核心,数据分析应用作为关键,数据的

合理使用、加工与传播作为基础。从实践上看,数据

素养教育对象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而且应包括普通

大众;数据素养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学习者自身的

不断学习探讨与领悟,而且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等

多部门、多渠道、多模式、多层次的有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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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education,
 

scientific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ata
 

literacy
 

research
 

was
 

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and
 

the
 

overall
 

research
 

level
 

needed
 

to
 

be
 

improved.
 

The
 

library
 

was
 

the
 

main
 

position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he
 

content
 

of
 

data
 

liter-
acy

 

research
 

was
 

mainly
 

foreign
 

education
 

cases,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mainly
 

theoretical
 

research,
 

while
 

the
 

empiri-
cal

 

research
 

was
 

in
 

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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