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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BIM技术在工程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通过

三维模型来观察是否存在施工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各个系统的优

化设计等。刘靖基于BIM技术在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分析指出

BIM 技术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解决传统管理方式中造价管理精度不足，信息处理速度慢等问

题。因而BIM技术性人才越来越成为各大高校培养工程管理专业

同学的重要方向，BIM技术更是成为工程管理专业同学必须掌握

的一项技能。本文尝试通过统计分析工具SPSS 来分析工程管理

专业学生所在年级、性别对BIM技术的认知及使用能力之间的关

系，以分析其影响因素，达到提高工程管理专业学生掌握BIM技

术的应用能力的目的。

1  学生年级对BIM技术接受能力的影响分析

1.1不同年级学生对BIM技术了解情况分析

将年级信息完整的数组按年级分为四组对不同年级的数据进

行BIM 技术认识情况进行交叉制表卡方检验，如表1 数据所示，

xx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各年级学生对BIM技术均有了解，其中大多

数大一学生不知道BIM 技术，也不了解BIM 技术。由于逐渐对

专业的深入，整个数据呈上升趋势，说明xx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学生能逐渐对BIM技术的认识程度加深，并且对其重要性进一步

改观。

如表2Pearson卡方检验中，sig值小于0.05，我们认为不

同年级学生对BIM技术的了解情况有显著差别；phi值和V值大

于0.1，说明不同年级学生与学生对BIM技术了解情况的关系十

分密切，即年级对学生了解BIM 技术有显著影响。

表1    不同年级学生对BIM技术的认识情况分析

工程管理专业学生BIM技术应用能力影响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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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对BIM 技术能力的现状，以XX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大一至大四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网络

问卷400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调查。利用SPSS软件对回收的342份有效数据进行交叉制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问卷有效率为85.5%)。

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在校学习时间的增多，学生对BIM技术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呈上升趋势；性别也是BIM技术应用能力影响因素，男生对BIM

技术的了解程度普遍好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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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不同年级学生对学习BIM技术的态度情况分析

针对不同年级学生对学习BIM技术的态度，采用交叉制表卡

方检验；40%的大一学生、88.9%的大二学生、96.6%的大三学生

和75%的大四学生愿意花时间学习BIM技术的。以上数据可见：大

一与大二至大四的学生对待BIM的态度有明显差异，大二至大四，

对BIM技术持积极态度的学生明显高于不愿学习BIM技术的学生；

大二至大三，愿意花费时间学习BIM技术的学生比例呈上升趋势，

而大四稍有下降；这也印证了大学专业的培养方案，在大一大二

年级学生重点学习的是基础课程，同时大二会涉及一些基础专业

课程的学习；大三完全聚焦在专业课程，所以对BIM技术的积极

态度占比达到峰值，大四的学生面对毕业设计的挑战或即将面临

就业选择等问题，对于BIM的态度会稍有改变。如表3Pearson卡

方检验中，sig值小于0.05，我们认为不同年级学生对学习BIM技

术的态度有显著差别，phi值和V值大于0.1，说明不同年级学生

与学习BIM技术的态度十分密切。即年级对学生学习BIM技术的态

度有显著影响。

表3    Pearson卡方检验

1.3不同年级学生对BIM技术的掌握情况分析

通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我们检验了不同年级学生对BIM

技术的掌握情况是否有显著影响。如表4方差齐性检验中，P值

明显大于0.05，我们可以认为不同年级学生会BIM技术掌握情况

的检验满足方差分析的要求；方差检验的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

05，证明了不同年级的学生对于BIM技术的掌握情况确实存在着

显著性的差异。因此我们采取了LSD多重比较的方法，结果如表

5，大一与大二学生在BIM技术掌握现状上无明显差异，而与大三

大四学生存在着显著差别；大二与大三大四学生同样存在显著性

的差异；大三与大一大二和大四学生均有明显的差别；大四学生

BIM技术的掌握也同样与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之间存在显著性

大的差异。

2  性别对学生BIM技术能力影响分析

2.1对BIM技术了解的影响

我们又将数据以性别之分，分为2 组数据，对xx 大学工程

不知道，没
听过

听过，完全
不了解

知道，有一
些了解

非常了解其
重要性

大一 45 24 21 0

大二 15 39 18 9

大三 0 6 54 27

大四 0 3 42 39

您对BIM的认识？

值 近似值Sig.

φ 0.784 0

Cramer的V 0.453 0

值 近似值Sig.

φ 0.506 0

Cramer的V 0.506 0

表2    Pearson卡方检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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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对学习BIM技术的态度，采用交叉制表卡

方检验；78.7% 的男生和69.8% 的女生对BIM 技术持积极态度。

据目前调查结果来看，性别对学习BIM技术态度的影响较小，男

生持积极态度占比略高于女生，持消极态度占比也低于女生；

总体来看男女生持积极态度占比均高于消极态度。如表7，根据

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sig值大于0.05，说明不同性别学生对学

习BIM 技术的态度无明显差异。

你是否会花费时间学习BIM技术

表7    Pearson卡方检验分析

2.3对BIM技术掌握情况的影响

不同性别学生BIM技术掌握现状采用了推断性统计分析的单

因素方差分析，根据表8发现：不同性别对BIM技术的掌握情况

并未产生显著性的影响。

表8    单因素方差分析

3  结论

通过spss分析认为，不同年级对BIM技术的了解，学习BIM

技术的态度以及BIM技术的掌握情况、应用能力均有显著性影响；

不同性别对学习BIM的态度、BIM技术的掌握情况并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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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业学生对BIM技术认识情况采用交叉制表卡方检验；从具

体数据中可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学生对BIM的认识并不取决于性

别之分，但是在认识的程度上明显男生会比女生更了解BIM技术

并且更加深刻地认识其重要性。

如表6Pearson方差检验中，sig值小于0.05，说明不同性别

学生对BIM技术了解情况有明显差异；phi值和V值大于0.1，说

明性别的不同与学生对BIM技术了解情况的关系十分密切，即性

别对学生了解BIM 技术有显著影响。

表6    Pearson卡方检验分析

2.2对学习BIM技术的态度影响

比较角度 方差齐性检验（P值） 方差检验（P值）

年级 0.054 0

(I)年纪 (J)年纪 均值差(I-J) 标准误 显著性

大二 -0.152 0.218 0.488

大三 -0.806 0.214 0

大四 -1.276* 0.216 0

大一 0.152 0.218 0.488

大三 -0.654 0.22 0.004

大四 -1.124* 0.222 0

大一 0.806* 0.214 0

大二 0.654* 0.22 0.004

大四 -0.47 0.218 0.033

大一 1.276* 0.216 0

大二 1.124* 0.222 0

大三 0.470* 0.218 0.033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表5    LSD多重比较

值 近似值Sig.

φ 0.306 0.014

Cramer的V 0.306 0.014

值 近似值Sig.

φ 0.102 0.278

Cramer的V 0.102 0.278

比较角度 方差齐性检验（P值） 方差检验（P值）

性别 0.127 0.389

表4    单因素方差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