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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危机背景下的医学数据素养教育体系研究

孔祥辉袁 孙 璞 *

（锦州医科大学，锦州 121017）

摘 要院 [目的 / 意义]目前生物医学研究正面临可重复性危机，提升科研人员的数据素养成为了化解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

本研究揭示可重复危机与数据素养及其教育的概念联系，拓展教育新内涵、并分析构建教育运行体系和保障因素，为中国开

展相关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提出可重复性数据素养教育新内涵，在充分总结国外教育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从目标与

内容、主体与客体、教学方式、实施策略、评估与评价角度，分析构建可重复性数据素养教育体系，并分析体系运行的保障

因素。[结果 / 结论]可重复性数据素养教育以提升研究可重复性为价值目标，内容划分为数据意识、数据技能、数据伦理 3

个维度；医学图书馆作为教育核心主体，应面向广大受众群体建立多维立体的培养方式，坚持主动学习的课堂实施策略与多元

化评估与评价手段来开展教育，并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夯实资源基础、推动教学交流、完善制度建设以保障教育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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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可重复性 渊Reproducibility冤 是指利用与原研究相

同的数据尧 代码尧 方法尧 步骤和条件获得相同结果的

能力[1]遥 可重复性是现代科学的基石之一袁 科研的创新

性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尧 可以被反复验证的结果基础上

才具有意义遥 然而袁 现代生物医学科研领域正饱受可

重复危机 渊Reproducibility Crisis冤 的困扰袁 存在大量

虚假的研究成果无法重现[2]袁 由此导致了学科知识积累

缓慢袁 临床试验疗法失败尧 药物研发受阻尧 科研经费

浪费等诸多问题的产生遥

目前有关可重复性危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分析危

机所带来的影响尧 追溯成因并从不同角度探寻解决对

策的研究遥 如 MULLANE[3]认为可重复危机严重破坏了

整个生物医学研究生态系统的可信度和可持续性袁 而

研究者思维方式改变将有助于问题的缓解遥 BEGLEY[4]

认为可重复性危机是一个涉及面广尧 与多方利益攸关

的复杂问题遥 没有一方可以单独负责袁 也没有单一且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遥 PAPAMOKOS[5]尧 VOELKL[6]等

深入剖析对生物医学研究可重复性构成威胁的因素袁
主要包括缺乏科学严谨性尧 统计能力低尧 生物材料复

杂性尧 分析灵活性和欺诈遥 SAMSA[7]从数据管理角度

提出解决方案袁 强调应提前制定数据分析计划尧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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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协议尧 详细的实验方案尧 实施积极

的实验室管理实践袁 用来支持 野严谨 + 透明度 = 可重

复性冶 的文化构建遥
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已进入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袁

数据成为支撑科学结论 / 结果的核心要素袁 因此必须认

识到可重复性危机的实质是关于数据行为能力与规范

的危机遥 努力改善科研人员的数据实践行为袁 提高数

据质量才是化解危机的关键遥 而数据素养教育作为有

目标尧 有组织尧 有系统尧 有计划尧 有评价的教育活动袁
通过提供系统化的教育内容指导科研人员开展正确尧
专业尧 高效尧 合理尧 合规的科研数据实践活动袁 使之

提高科研能力以适应现代生物医学研究方式袁 最大程

度提高数据产出和质量袁 成为危机治理的有效手段遥
从数据素养教育角度切入可重复性危机化解的研

究文献较少袁 ROCHE[8]尧 SAMUEL[9]等强调了危机环境

下研究数据管理培训和课程建设对于改善数据共享实

践袁 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和可重用性的重要性遥 部分成

果[10-12]也介绍了教学实施案例和项目袁 但缺乏从整体视

野审视危机时代所赋予数据素养教育的新使命尧 并构

建全新的教育体系袁 形成系统化方案指导实践遥 本文

力图克服现有研究不足袁 揭示可重复危机与数据素养

及其教育的概念联系袁 拓展教育新内涵尧 并分析构建

教育运行体系和保障因素袁 为推动当前数据素养教育

转型和创新提供参考遥

2 理论基础

2.1 可重复危机与数据素养

数据素养是获取尧 解释尧 评估尧 管理尧 处理和合

理利用数据的综合能力遥 内在包括 3 个维度[13]院 ①数

据意识遥 对科学数据的认知程度遥 包括数据敏感性尧
价值认知尧 数据共享与协作意识遥 ②数据技能遥 涵盖

数据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能力袁 包括收集尧 分析尧 处

理尧 出版尧 组织尧 保存尧 评价与再利用等阶段的知识

和技能遥 ③数据伦理遥 数据实践中所遵循的规范和道

德准则遥 包括数据规范尧 数据隐私尧 数据保护等内容遥
可重复危机是整体领域研究状态的宏观描述袁 表

现于众多微观个体研究成果的不可重复性 渊 Irrepro-

ducibility冤袁 是其本身数据尧 方法尧 过程尧 环境尧 结果

5 个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遥 如果任何一种要素存在潜

在风险和问题袁 就无法确保外界拥有与原研究相一致

的状态袁 在重复实施下获得相同结果遥 而引发这些风

险或问题又是源于科研人员存在的数据实践行为问题

渊表 1冤遥

因素 潜在风险&问题 数据行为原因 

存在错误缺陷 缺乏质量控制（Insufficient Quality Control）[14]：未能识别和解决数据收集和输入中潜在的错误 

不可识别 描述不充分（Inadequate Description）[15]：未能充分利用元数据进行注释，为原始数据和方法提供上下文和来源信息 

数据 

无法完整共享 数据监管不佳（Poor Data Curating）[16]：无法对研究过程中的广泛、复杂的数据资产（包括数据集、代码、模型、文

章、预印本、协议）形成有效监管 

方法 无效或错误 p 值误用（Misuse of P-Values）[17]：将 p 值作为判断假说真伪和结果重要性的唯一依据 

缺乏完整清晰 出版透明度不足（Insufficient Transparency of Reporting）[16]：无法公开、清晰和全面地报告和传播数据分析结果。研究

报告中有关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关键信息缺失、不一致、不完整或具有误导性 

过程 

不确定性增加 分析灵活性（Analysis Flexibility）[18]：指在数据预处理和统计分析期间做出的大量选择，影响分析结果或解释 

环境 差异性巨大 缺乏变量控制（Lack of Variability Control）[19]：不能准确识别、控制、记录实验进程中涉及的变量条件，忽视包括盲

法、随机化、复制、样本量计算和性别等关键实验元素所带来的差异性影响 

不可靠 缺乏复制研究（Lack of Reproducible Research）[20]：缺乏对于自身成果进行再次检验 

不客观 发表偏见（Publication Bias）[21]：过度追求发表积极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结果，放弃负面发现。甚至扭曲成果 

结果 

真实性存疑 可疑的研究实践（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17]：是指为实现预期结论，在数据设计、分析或报告中采取的可能

会产生偏见的行动，包括选择性报告、P 值操纵、已知结果假设、删除异常值、伪造数据等 

 

表 1 研究不可重复因素及其成因分析

Table 1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ause analysis of Irreproducibl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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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素养是科研人员自身稳定尧 内在的状态袁 数

据实践行为则是数据素养的外显表达遥 数据素养的不

足容易导致科研人员各类数据实践的行为问题袁 造成

原研究的各要素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和问题袁 最终导致

不可重复性 渊图 1冤遥
2.2 可重复危机背景下数据素养教育新内涵

医学数据素养教育是结合生物医学领域学科特点袁
为培养该领域科研人员数据意识袁 提高数据技能和道

德水平而开展的专业化教育遥 可重复性危机凸显医学

数据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袁 同时也对教育内容提出了新

要求袁 应将提高研究可重复性作为重要的价值导向袁
创新数据意识教育袁 推动科研人员数据观念的切实转

变袁 克服研究偏见袁 将价值观转向过程而不是结果曰
建立批判尧 自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文化曰 以开放科学

数据管理 FAIR 原则为指导袁 深化基于生命周期的数据

技能教育袁 助力科研人员通过各阶段的最佳实践来降

低数据行为风险袁 切实提高数据可查找尧 可访问尧 可

互操作和可重用水平袁 提升方法有效性尧 过程的完整

透明程度尧 环境条件的可控度尧 结果的精准可靠程度曰
强化数据伦理教育袁 确保科研人员能始终坚守诚信底

线袁 在严格遵循数据伦理规范下实施真实负责任的研

究遥 最终建立可重复性数据素养教育 渊Reproducibility

Data Literacy Education袁 简称 Re-DLE冤 体系遥

3 Re-DLE体系构建

3.1 Re-DLE目标与内容框架

以数据素养维度为依据袁 Re-DLE 内容可划分为 3

个部分袁 将各研究要素的可重复性要求细化拆分袁 结

合数据生命周期袁 提炼出明确的教育目标曰 借鉴现有

文献成果与欧美国家和地区教学实践成果[22-29]袁 整合形

成系统的 Re-DLE 教育内容框架袁 如表 2 所示遥
3.2 Re-DLE客体与主体

教育客体是教育的接受者遥 可重复性作为检验科

研成果是否正确可靠的黄金标准袁 是从事生物医学领

域科研活动的所有潜在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遥 因此

Re-DLE 的教育客体涵盖了本科生尧 研究生尧 博士后尧
实验员尧 教职工等不同科研群体人员类型遥

教育主体是教育的实施者遥 Re-DLE 教育内容的广

泛性决定了教育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袁 国外实践表明袁
生物医学科研院所尧 基金资助机构尧 科研管理机构尧

图 1 研究不可重复与数据素养问题关系图

Fig.1 A map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ta literacy and irreproducibl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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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商尧 医药厂商等一切科研相关利益机构都可

以是 Re-DLE 的教育主体遥 但其中袁 医学院校图书馆

渊以下简称医学馆冤 具有独到的专业优势袁 一方面通过

创建标准元数据尧 分配标识符尧 提供文件格式转换和

数字化保存等数据管理活动来增强数据集的价值曰 同

时在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都能与生物医学研究人

员合作袁 以遵循标准规范和符合伦理要求的方式共享

数据并支持研究透明度遥 另一方面袁 作为传统医学信

息素养教育主要承担者袁 医学馆可基于数据素养与信

息素养内在的概念关联进行教育的传承创新袁 成为

Re-DLE 的关键教育力量遥
3.3 Re-DLE教学方式

医学馆应作为开展的 Re-DLE 主阵地袁 建立多维

立体的培养方式遥 坚持做到院 ①独立与融合统一遥 既

要坚持对 Re-DLE 的主导性袁 独立承担包括研讨会尧
培训尧 学分课程等在内的教学形式遥 又要重视与其他

教育的有效衔接遥 美国医学馆将 Re-DLE 内容有机纳

入到硕博士群体的 野负责任研究行为冶 教育 渊Respon-

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袁 RCR冤 或继续医 学教育

渊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袁 GME冤 体系中袁 以争取

能获得更好的关注及制度保障 [30]遥 如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将由图书馆和统计专业教师共同主讲的数据伦理与

科研诚信课程作为所有研究人员每年必修的继续教育

课程[31]遥 ②线上线下结合遥 既要充分利用医学馆已有

教研室尧 学术报告厅等空间开展各类线下教学袁 也要

利用网络与多媒体技术袁 将线下教学资源整合建立在

线教学平台和资源导航尧 开设网络公开课尧 迷你课尧
微课尧 网课等形式 突破时空限制袁 鼓励用户利用网络

开展自学尧 降低教学成本遥 ③层次与个性兼顾遥 不同

类型的科研用户群体所承担分工不同袁 教育需求也各

不相同遥 要精准匹配与之对应的教育方式和内容遥 如

本科生作为科研储备力量袁 应嵌入专业课堂开展可重

复数据意识教育曰 研究生是科研活动的参与与协同者袁

维度 教育目标 教育主题模块 具体内容 

可重复性数据意识 认知与思维建立 可重复性基础教育 可重复性危机、生物医学可重复性、开放科学、科研数据管理等基

础知识 

方法 正确有效 统计素养教育 统计方法与规范 

（效应大小测量、置信区间计算 定量统计方法、统计功效） 

清晰合理 严谨性规划教育 预注册、数据管理计划（DMP） 过程 

公开透明 元数据教育 元数据工具、使用方法、规范、策略 

环境 精准把控 自动化教育 自动化计算、编程、统计与管理工具 

（版本控制、R、RStudio 等） 

质量控制 标准化教育 数据清洗、标准化处理 

（动物模型、生物变量控制细胞，抗体等资源认证、样本量处理等） 

完整 开放存储教育 开放数据存储标准、工具、方法与策略 

（Open Science Framework 等） 

可重复性数据技能 

数据 

高度共享 开放出版教育 开放数据出版标准、工具、方法与策略 

（报告指南、预印本、数据论文等） 

可靠 数据复制教育 数据验证与评估方法、工具、项目构建 

（虚拟机与容器、可重复研究流程） 

真实 学术诚信教育 学术不端、可疑研究操作等问题认识与预防 

可重复性数据伦理 结果 

规范 数据规范教育 负责任研究的数据伦理规范 

（数据来源规范、技术规范、开放规范、实践规范等） 

 

表 2 Re-DLE 教育目标与内容框架

Table 2 Th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reproducibility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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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系统培训并突出数据技能教育曰 专门从事科研

的职业人员袁 特别是博士尧 博士后尧 实验员等袁 应深

入到实验室或科研环境中提供个性化指导袁 全面覆盖

教学内容并体现足够深度遥 此外袁 生物医学包含了众

多不同专业袁 而这些专业的科研数据特性尧 应用尧 分

析手段的不同袁 决定了其科研可重复要求不同袁 必须

结合专业背景袁 合理设置个性化内容方案遥
3.4 Re-DLE实施策略

教学实施策略的多样化可以满足广泛的学习者需

求和偏好袁 并可能对学习过程产生积极影响遥 医学馆

在开展教学过程中袁 应坚持学生主动学习策略袁 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袁 引导学生自主构建相关理论知识与技

能遥 国外目前所采取的有效经验有院 ①任务驱动教学遥
根据教育内容所涵盖的主题设计对应的实践任务袁 例

如可设计复制任务袁 要求学生对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

出版物进行评估袁 在掌握必要的技术参数尧 工具尧 方

法步骤进行成果复制袁 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体会提升可

重复性的优势尧 熟悉流程构建袁 并识别潜在障碍袁 进

而实现数据复制教育 [32]遥 ②小组团队协作遥 以 3~5 人

的小组形式袁 共同完成各类话题讨论和任务袁 锻炼学

生分析尧 推理尧 评估尧 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遥 ③开展

游戏或竞争比赛遥 设计游戏将可重复知识和技能概念

融入其中袁 如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举办 ReproHack

渊可重复性黑客马拉松冤袁 鼓励同学使用可访问的代码

和数据重现已发表的论文袁 将重现程度和效果作为竞

争依据袁 以此激活学生兴趣和创造力 [33]遥 ④主题扩展

阅读遥 围绕主题扩展阅读资源袁 例如袁 榜样人物尧 个

人故事尧 期刊社论尧 新闻专栏尧 公共演讲视频等袁 将

所学理论概念与现实事件联系起来袁 能够促进学生的

情感和认知联系[34]遥 例如通过对学术不端负面新闻事

件剖析袁 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对于科研人员自身尧
还是整个科研团队尧 甚至于整个学术界袁 数据可重复

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遥 ⑤设计开放式问题鼓励

学生思辩遥 帮助学生从反思和讨论中总结经验袁 为深

入的创造性探索提供动力遥 针对数据伦理与意识部分袁
可将科研争议话题尧 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尧 提高可重

复性所应采取的科学运作方式尧 道德限制等作为辩论

主题[35]袁 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批判性思考袁 通过讨论

获得最佳认知遥 不仅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袁
还极大增强学习动力和参与度遥
3.5 Re-DLE评估评价

医学馆应积极创建可重复性数据素养能力的量化

评估体系袁 用以精准测量用户的能力状况和追踪变化

情况袁 为不断调整尧 改善教育目标和内容提供依据遥
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数据馆员参与开发的实证可重

复性评估框架 渊RepeAT冤 [36]袁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图

书馆建立的可重复性行为量化清单[37]袁 都能更好地了

解目前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在提高研究透明度尧 可及性尧
可重复方面的做法袁 为后续 Re-DLE 研讨会建立创造

条件遥 同时袁 建立贯穿课前课后的教学效果评价机制袁
课前课后均通过问卷调查尧 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获取

用户能力尧 认知态度尧 行为方式等数据袁 并做详细分

析对比袁 来评估教育对学生的积极作用尧 存在问题尧 学

习阻力尧 改进方向袁 以便进一步指导和改善课堂教学遥

4 Re-DLE运行保障因素

4.1 加强队伍建设

医学馆必须加强具备教学胜任力的专业馆员队伍

建设袁 形成 Re-DLE 运行的人力保障遥 定期开展针对

性的教学能力培训袁 使馆员具备 Re-DLE 所需的知识

理论储备和操作技能袁 以便能在教学中向学生提供更

为专业的指导和反馈遥 以哈佛医学院为首的 6 所大学

医学馆共同创建的科研数据管理馆员学院 渊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Librarian Academy袁 RDMLA冤 提供

免费课程袁 旨在帮助图书馆从业人员通过学习数据科

学技能袁 制定可重复性数据标准尧 并学会如何与外界

合作开发课程资源袁 将透明度和可重复性原则纳入定

量研究培训和支持数据管理活动袁 来满足并支持科研

用户日益增长的可重复研究实践需求 [38]遥 此外袁 提升

教学意愿是教师教学能力建设的源泉遥 应建立相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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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激励机制袁 鼓励馆员开展教学实践遥 耶鲁大学等三

校共建的可重复性数据策划 渊Data CuRe冤 培训计划项

目通过提供津贴奖励和专业培训机会 [39]袁 激发馆员对

Re-DLE 教育的兴趣和投入力度袁 提升教学能力遥
4.2 夯实资源基础

教育资源是开展教育的基础与依托袁 也是学生开

展培训与练习的必要条件遥 医学馆首先应多渠道整合

各类的优质教材资源袁 开发在线教育资源库袁 为师生

构筑完备的教育资源储备遥 美国大多数医学馆在开展

Re-DLE 过程中袁 仅有少数能够自主开发教材袁 大部分

都借鉴了来自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渊National Insti-

tutes of Health袁 简称 NIH冤 的严谨性和可重复性培训

模块资源尧 国立普通医学科学研究所 渊National Insti-

tute of General Medical Sciences袁 NIGMS冤 促进数据可

重复性培训交流中心以及各级生物医学学会等已有教

学培训资源袁 有效确保了资源权威性和规范性遥 其次袁
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制资源袁 通过预先调查掌握学生

的水平现状袁 制定按专题领域分类的教学内容袁 结合

所需的培训主题确定资源范围袁 根据每个主题的可用

资源量和预计时间合并或拆分这些材料遥 最后袁 应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袁 购入相关科研数据管理尧 开源软件

平台尧 版本控制尧 自动分析尧 文学编程等软件工具遥
允许学生在稳定的平台上袁 实现发布尧 存储尧 共享科

研过程中的软件尧 数据集尧 实验方案尧 工作流程和注

释等袁 提高自身数据成果的可重复性曰 并支持学生利

用云计算研究平台 Code Ocean尧 应用容器引擎 Docker

等开展数据引用与复制练习遥
4.3 推动教育交流

教育生态环境是对教育的产生尧 存在和发展起制

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环境体系袁 创建一个知识高度交

互共享的教育环境袁 有助于形成积极健康的教育生态遥
医学馆一方面要推动教育主体之间的交流袁 如组织学

术论坛尧 成立教育联盟袁 促使教学者尧 管理者尧 协同

者之间展开对话袁 凝聚共识袁 推动可重复与开放科学

教育理念的快速传播袁 就提高教师育人能力尧 师资建

设尧 资源开发尧 完善教学体系等话题展开更积极地讨

论合作袁 为持续推动创新 Re-DLE 体系而共同努力遥
如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尧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图书馆均组织开展了规模较大的专题教学研讨会袁 网

罗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分享包含 Re 元素的数据素养

教学经验袁 共同探索教育创新途径遥 另一方面袁 推动

教育受众群体之间的学习交流遥 欧洲众多医学馆近

几年积极致力于强化开放研究社区的建设袁 如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图书馆主导建立的开放科学期刊俱乐部

渊Reproducibilitea Journal Club冤 [40]袁 拥有固定交流场地

和详细的课程安排袁 为本校科研群体提供了定期开展

可重复和开放科学的主题交流渠道遥 而美国多数医学

馆也建立了数据社区 渊Data Communities冤尧 数据俱乐

部 渊Data Club冤 等的跨学科用户交流平台袁 定期举办

研讨会和社交活动袁 推动科研人员之间共同学习和处

理数据袁 在项目进程中使自身的数据科学技能和开放

与可重复原则得到有效融合遥
4.4 完善制度建设

医学馆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袁 为教育保驾护航遥
① 对内建立专职馆员制度遥 专岗专职袁 全面负责

Re-DLE 教学组织与管理尧 教学资源筹备尧 用户调研等

工作袁 随时响应教育的实际发展需要袁 使工作具有效

率和针对性遥 例如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设立的可重复

馆员 渊Reproducibility Librarian冤 专职岗位袁 密歇根大

学图书馆数据服务部与本校数据科学研究所共同设立

的 野数据管理和研究可重复性专家 渊Data Curation and

Research Reproducibility Specialist冤冶 的职位[41]袁 立足于

满足本校教研群体的科研实践需求袁 负责就如何促进

可重复研究提供资源导航尧 专业咨询和培训指导遥
②对外建立协同合作机制遥 生物医学科研的专业性尧
复杂性袁 以及 Re-DLE 教育内容内涵与外延的丰富程

度袁 决定了医学馆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承担袁 必须与基

金资助机构尧 学术出版机构尧 社会组织尧 企业和学校

等多方科研利益主体加强对话沟通以建立长期有效的

合作关系袁 主导构建 Re-DLE 教育共同体袁 明确职责

分工袁 发挥协作优势遥 例如针对不同教育主题模块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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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具备对口专业优势的机构或人才合作来提升内容

丰富程度遥 国外医学馆开展数据技能教育都争取到了来

自软件工坊 渊Software Carpentry冤尧 数据工坊 渊Data Car-

pentry冤尧 图书馆工坊 渊Library Carpentry冤 等专业学习

组织的教师支持袁 统计素养教育则邀请医学统计学尧
生物统计学尧 医学信息学的专业教学人才袁 数据伦理

教育则会同本校的学术诚信委员会尧 科研管理部门展

开工作遥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在筹备系列研讨会时袁 组

建了馆员尧 校内教师尧 校外专家跨专业联合教学团队袁
确保了高质量的教学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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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Xianghui, SUN Pu*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 Jinzhou 121017)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biomedical research field is suffering from reproducibility crisis,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the data-intensive research paradigm.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y empirical data study,reproducibi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 by good data practices of researchers.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ata literacy of researchers has become the key point to solve the crisis. However, the relevant research is basically in the

blank condition. The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system for reproducibility crisis, in order to fill the current

research gap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relevant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Method/Process] Firstly,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oducibility crisis and data literacy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the inappropriate data behavior of researchers

may bring serious problems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research data, methods, process, environments and results, which coul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irreproducible research. Then, we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existing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nd practice, the paper builds the Reproducibility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Re-DL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goals and content, subjects and objects, teaching method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At

last, it proposes the necessary guarantee factor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Results/Conclusions] The ultimate goal of Re-DLE is to

improve research reproducibility, buli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framework on the theory of data life cycle, and divide the main content

into three dimensions: re-data awareness, re-data skills, and re-data ethics, each of which includes some clea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ubject modules and detailed instructions Medical libraries have a wealth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should become the educational

main body for the broader biomedical research commu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diversified training methods, diversifie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eam building of teaching librarians, consolidat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undation, promote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perative system,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building of the Re-DLE syste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can be seen as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but also provide the theory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 addition,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methods, the

paper can be use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work, we need to build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DLE system by using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data management; reproducibility; medical informatics; medic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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