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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建设
意愿与阻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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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虚拟仿真教学为工程管理专业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汇总渠

道和高质量的实践操作模块，拓展了实验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了实验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为深

入了解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情况，本研究面向全国工程管理专业

教师开展问卷调查，收集了当前工程管理专业中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数据，通过了解工程管理专业虚

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意愿，分析了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阻碍因素，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数据显

示，仅有 22.54% 的受访者申请或参与了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建设，超过 90% 的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

对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来说很重要或比较重要，并认可其作用。其中，影响教学建设意愿

的主要阻碍因素包括缺乏资金、技术支撑和相关资源支持等。研究结果对推动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相关建议和对策可为高校相关专业教学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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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世界高等工程教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注重科学研

究的“科学范式”逐步转化为注重实践的“工程范式”，所需的高等教育人才也从工程技术型、工程学

科型逐步转变为工程实践型。为主动应对变化，2017年 2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1］，

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确定了新工科建设目标和实施路线。新工科建

设旨在构建新工科人才能力体系，要求高等学校树立新的工程教育理念，将新兴的技术融入土木工

程等传统工科专业之中，强调对学生工程基础知识掌握和个人能力、团队协作及工程系统集成能力

的培养，适应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新技术的创新型工程科技

人才［2］。

在新工科背景下，知识获取和传授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新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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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密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面向新工科，以“双创”能力培养为宗旨，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

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信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对象，能够实现真实实验不

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学生可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达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教学目的，有

效推动各高校实践教学的改革。在虚拟仿真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学习的传统教学模式得到突破，

虚拟仿真教学形式的沉浸感、想象性提高了学生的专注度和学习的自由度，主动研究的兴趣也被激

发出来。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人机交互性为教师提供了足够的学生反馈信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创新实践能力，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新方向。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

下，全面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成为了高等教育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教育部提出了从 2019—
2021年要完成 1 500门虚拟仿真教学“金课”的建设目标。国家对虚拟仿真项目发展历程总体表现

为：首先建立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内容，提升虚拟仿真项目的质

量，最终实现校际共享，形成专业布局合理、教学效果优良、开放共享有效的高等教育信息化实验教

学体系［3］，弥补应用型教学中实践环节的不足，使原来许多学科“做不到”“做不好”“做不上”的实验

实训教学成为可能。自教育部颁布开展国家级示范性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以来，虚拟仿真教学

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建设脚步在逐渐加快，但其发展速度与建设规模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人才培养需求。

在国家工程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4］，工程管理专业亟需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多学科、多方向交叉融合的创新型复合人才［5］。传统工程管理专业实验和实践教学对仪器、

设备、场地等因素的要求较高，因教学场地和投入资金的限制，许多高校难以多次有效地开展相关

教学活动，学生仅能从中得到片面的专业认知，这与新工科背景下社会对高质量工程管理人才的需

求相差甚远［6］。相较于传统课堂教学和为期几周的短暂实习，虚拟仿真教学更加符合学科特点，为

工程管理专业教学提供了全新的信息汇总渠道和高质量的实践操作模块，将复杂的知识融入具体

情境中，提高了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实现了教学改革的目的［7］。虚拟仿真教学课程

应严格把握好教学重难点，与本专业教学大纲或人才培养的方案形成有效映射，在原有理论教学的

基础上，设置必要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时，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实现专业课教学开放与拓展。

然而，虚拟仿真教学在全国各高校工程管理及工程造价专业的应用仍未全面开展，部分高校对虚拟

仿真实践教学模式运用于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仍有疑虑，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在高校中的建设

情况也不甚理想。

为深入了解新工科背景下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专业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金课的建设情况，本研

究对全国各高校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的相关教学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并分析了当前工程

管理及工程造价专业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数据，了解了国内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

设情况及其建设意愿与阻碍因素，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实现虚拟仿真教学在全国范围内进

一步推广与发展，为我国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助力。

一、调研情况概述

（一） 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体系

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体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坚持人才培养原则，面向人才培

养目标的虚拟仿真教学内容体系与教学资源；二是支撑仿真教学内容的平台体系（图 1）。通过分析

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内容及教学知识点，对照虚拟仿真教学类型特点及现有平台资源，进而构建

工程施工虚拟仿真实验数据库（内容库和案例库）。虚拟仿真教学的软硬件资源需要实验教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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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科研项目平台校企合作平台的支撑，以及提供人才培养需求、创新技术支撑和经费支持，而优秀

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往往需要国家、学校、企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和经费资助才能有效建设，并且

随着实验教学的发展还需要持续投入。

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软硬件资源体系涉及十余种虚拟仿真信息技术，涵盖了从工程信

息采集、建模到应用的全过程，其相关硬件资源及对应软件系统可根据实际开发的虚拟仿真教学项

目来选择应用，通过构建“需求-内容-技术-硬件-软件”体系，有效支持专业教学中的工程规划—设

计—施工—运维全过程实践教学需求。

（二） 调查问卷设计与发放

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理论［8］，旨在探索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意愿。

该理论认为态度可分为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其中，认知态度指对所研究对象观念、认识，以

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倾向性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指研究对象对某个对象的情感反应（喜欢或

讨厌、支持或反对等）；行为态度指研究对象对于某个对象可能产生的行为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

的问卷可分为四个主题，包括受访者对虚拟仿真教学的了解程度、主观感受、建设意向和意见建议，

以全面了解工程管理专业教师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意愿。问题设置上，主要采用Likert五级

量表的形式，少量问题根据需要采用了多项选择和开放式问答的形式，以便受访者表达真实意愿。

为保证调研结果的可靠性，调查文件采用网络电子问卷的形式发放，发放对象为全国各高校工程管

理、工程造价专业的相关教学人员（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共计回收142份有效样本。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来自华东地区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 33.61%，另有 20.17%的受访者来

自中南地区，16.81%的受访者来自华北地区，13.45%的受访者来自东北地区，来自西南地区和西北

地区的受访者最少，分别占总人数的 9.24%和 6.72%。除所属区域外，受访者所在高校的侧重点也

不尽相同，其中 71.43%的受访者来自教学型高校，28.57%的受访者来自研究型高校。受访者遍布

全国各地，涵盖了各类型高校，能够代表国内工程管理专业基本情况，调查数据具有有效性。

本次调研的受访者主要来自工程管理专业，所承担的课程主要包括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12.23%）、工程估价（10.79%）、施工技术（6.47%）、房屋建筑学（4.32%）、运筹学（4.32%）等。

（三） 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情况概述

调查数据显示，仅有 23.08%的受访者（33人）申请或参与了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建设，包括山东

图1　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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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学获批的“建筑工程管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其余 76.92%的受访者（110人）从未参

与过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的虚拟仿真项目可分为土木工程技术类、工程项目管

理类、工程计量与造价类、BIM技术类等（表 1）。，涵盖工程管理专业技术、管理、经济、法律四大知识

领域，与行业对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需求相适应

从受访结果来看，由于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具有沉浸感、交互性强且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特点，

传统教学难以完成的实验，借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模拟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实验环境，可以更加直

观的向学生展示实验原理及操作步骤，以获得更良好地学习体验。例如，对于项目管理类和工程计

量与造价类课程，学生可以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际参与管理或算量的过程；对于施工技术等课

程中现实中抽象、繁琐的施工方法，学生可以充分了解和感受复杂的工艺流程，更加直观地观察到

建筑的结构特征，与传统教学项目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当被问及所在专业虚拟仿真教学的建设情况时，55.94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专业里有教师

申请或建设了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另有 27.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专业并没有老师进行虚拟仿

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有16.08%的受访者不清楚所在专业虚拟仿真课程的建设情况。

根据受访者自己对其他同类型学校同一专业开展虚拟仿真教学情况的了解，有 48.95%的受访

者认为其他学校开展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较少，32.87% 的受访者不清楚其他学校的情况，仅有

17.48%的受访者表示开展虚拟仿真教学的同类型学校比较多，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于虚拟仿真教

学项目的进展有所关注，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推进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建

设状况还有待提升。

二、工程管理专业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意愿

本研究在调研工程管理专业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意愿时，既考虑了受访者对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的认识，又考虑了受访者对虚拟仿真项目的建设意愿。

（一） 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认识

受访者对虚拟仿真项目的认识可分为两个方面：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优势的客观认知和对虚

表1　受访者参与建设的典型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类别

土木工程技术类

工程项目管理类

工程计量与造价类

BIM技术类

典型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装配式住宅建造虚拟仿真实验

工程结构抗震虚拟仿真实验

桥梁工程挂篮施工线型质量控制虚拟仿真

建筑施工关键安全风险管控仿真实验

国际工程风险智能预警与应对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管理虚拟仿真

工程招投标虚拟仿真

全过程工程造价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复杂地质钻孔桩施工及算量虚拟仿真

BIM+VR+CIM+MR 下的虚拟仿真实验

5D施工模拟虚拟仿真实验

基于BIM技术的炼化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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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的主观感受。客观认知包括受访者是否了解虚拟仿真教学的优势和是否了解

虚拟仿真教学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调研结果表明，受访者对虚拟仿真教学的认识比较全面，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

学是一种必要的、先进的教学手段，并认为虚拟仿真教学的最大优势就是提供沉浸式体验及交互式

体验。操作者可以身临其境地进入到教学平台所创造出的虚拟仿真环境之中，提供可以自我操作

的空间，实现启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对于危险性较高的实验和真实的施工现场，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可以充分保证学生的安全，改善传统实验教学流于形式、学生积极性不高的现状，提高学

习效率（图2）。

虚拟仿真教学在提升学生能力方面也有很大作用。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可以提升

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对工程的认识以及动手能力；一部分受访者认为可以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

分析问题的能力，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也会得到相应提升；少数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可以提升

学生的管理能力和团队精神（图3）。

本研究将对虚拟仿真教学的主观感受分解为五个方面，包括是否认可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是否认可其地位、是否认可其必要性、是否认为是未来趋势，以及是否认为对教学有促进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表 2），超过 90%的受访者（133人）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对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专

业人才培养来说很重要或比较重要；仅有 6.99%的受访者（10人）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对专业人才培

养的作用比较一般或不重要。88.02%的受访者非常认可虚拟仿真教学在教学工作中的地位，并且

觉得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非常必要，仅有 17人觉得虚拟仿真教学的重要性一般。近半数受访者比较

同意虚拟仿真教学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另有 38.03%的受访者非常同意虚拟仿真教学是未来趋势；

有 14人持观望态度；仅有 3.52%的人不认可虚拟仿真教学是未来趋势。有超半数的受访者比较同

意虚拟仿真教学对教学有促进作用；有 28.17% 的受访者非常同意虚拟仿真教学的促进作用；有

17.61%的受访者对虚拟仿真教学持观望态度，不能明确其是否有促进作用；仅有 4人认为虚拟仿真

图2　虚拟仿真教学的优势

图3　虚拟仿真教学对学生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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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教学没有促进作用。

（二） 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意向

鉴于虚拟仿真教学的多种优势，受访者开展与建设虚拟仿真项目的意愿比较强烈（图 4）。基于

虚拟仿真教学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现状，以及同校同专业教师在建设虚拟仿真教学方面的成果，受

访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感受到建设虚拟仿真教学的压力。调查结果表明，有一半受访者认为有条件

的话，应该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有 22.38% 的受访者表示存在开展虚拟仿真项目的压力；有

14.69%的受访者认为开展虚拟仿真教学是比较迫切的；有 11.19%的受访者表示并没有感受到建设

虚拟仿真项目的压力；仅有3人认为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是非常迫切的。受访者所在专业中有关

建设虚拟仿真教学的计划，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访者建设虚拟仿真教学的意愿。有 43.36%的

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专业有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计划；另有 57人，即 39.86%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的专业暂时未有此想法；有 16.78%的受访者不了解自己所在专业在此方面的计划。在多种因素

的影响下，有 6.99%受访者认为自己肯定会在未来一年内申请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有 37.76%的受访

者已经有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想法，并且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和支持；另有 31.47%的受访者

正在考虑是否要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认为自己一年内不会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受访者占

总人数的23.78%。

各高校之间进行有关虚拟仿真教学的交流对虚拟仿真教学的推广有很大促进作用。当被问及

是否愿意免费共享虚拟仿真项目给其他学校时，有 51.41%的受访者表达只要学校不反对就可以；

19.01% 的受访者认为需要收取一定费用；28.87% 的受访者愿意免费无偿分享自己的虚拟仿真项

目；仅有1位受访者不愿分享自己的项目。

表2　受访者对建设虚拟仿真教学效果的认识

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对其地位的评价

开展的必要性

认为是未来趋势

认为其有促进作用

非常同意/%
40.56
37.76
44.06
38.46
28.17

比较同意/%
52.45
50.35
50.35
48.25
51.41

一般/%
5.59

10.49
4.90
9.79

17.61

比较不同意/%
0.00
1.40
0.00
2.80
2.11

不同意/%
1.40
0.00
0.70
0.70
0.70

图4　受访者未来一年内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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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阻碍因素

研究进一步探索了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阻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有 35.21%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还不清楚怎么开始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有 30.28%的受访者大概了解一些信息；有 21.83%的

受访者知道大致步骤；很有自信可以开始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受访者占 6.34%；已经在建设虚

拟仿真教学的受访者同样占6.34%。

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建设虚拟仿真项目存在一些困难；有 20.42%的受访者表示困难非常多，并

且认为这些困难阻碍了自己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步伐；有 15.49% 的受访者表示障碍可以克

服；仅有3人认为完全没有建设障碍。

当被问及现阶段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具体存在哪些困难时，有 113位受访者（79.58%）认为

主要困难是缺少资金支持；有 89位受访者（62.88%）认为缺乏技术支持。有受访者表示：“虚仿项目

前期技术方面投入较大，先花钱再立项会导致实施困难”“资金政策需要支持，教师缺乏动力”“希望

给予技术支持”等。技术问题严重制约着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一方面，技术能力不足会导致

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仿真度大大降低，不满足真实实验的虚拟仿真孪生环境；另一方面，可能无法

使学生便捷地操作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干预实验过程，不能满足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

初衷。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困难是缺少虚拟仿真教学相关的教学资源。目前各高校间资源共享机制还

不健全，建设团队专业技术不成熟，无法达到高仿真度，实验教学信息化融合不够深入，虚拟仿真教

学项目建设难以推进。部分高校教师反映：“希望建立交流平台”“建议将有示范性的仿真教学资源

在网上共享，让不同层次的高校借鉴学习，进而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虚拟仿真项目建设”等。实验空

间网站是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覆盖各个层次高校和汇聚了

全部学科专业的开放共享实验教学公共服务平台。该网站为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提供了大量可参考

的资源与技术。然而，本研究显示，仅有35位受访者（24.48%）对该网站有所了解。

除此之外，学科教师并不明确应该开发何种创新性项目，尽管有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想

法，但却难以实现。从传统教学方式向虚拟仿真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比较困难的。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要求坚持“能实不虚”“以虚补实”“以虚促实”建设原则，但在项目建设初期的选题立项阶段，

很多有意向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教师很难有明确的建设方向。有受访者认为：“没有

好的范例来进行学习”“希望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布相关标准及建设项目的要求”等。

再次，有 37.32%的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还未大范围推广的原因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太多，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建设；还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发展的阻碍是“了解虚拟仿真

教学的老师较少”，虚拟仿真教学如果想得到广泛应用，就要补充足够的师资。近年来，在国家级示

范性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推动助力下，有越来越多的教师认识到虚拟仿真教学的优势和效益，并积极

投身于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这一局面有望得到充分改善。

最后，有 16.2%的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需要打通不同的课程，不太好协调”。由于虚拟仿

真教学具有较高的集成性，一般而言，每一个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往往集成了多门课程中的多个相应

知识点，从而在挂靠的课程方面可能存在协调困难。也有个别受访者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归根结底

是使用虚拟场景来展现相关内容，在视觉、听觉方面能够提供良好体验，但无法真正提供触觉、动觉

等方面的真实体验，因此认为“虚拟仿真教学不能代替真正的实验”，对于特别重要的课程与知识点

需要提供传统的实验体验（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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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议与对策

针对调研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1）编制虚拟仿真教学标准，出台有关政策。教育部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已明确提出“两性一

度”的课程建设标准，即在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建设全过程中，紧紧抓住“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

性”的原则。然而，部分高校对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方向依然不明确，缺少建设标准的

指导，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无法有效落实。建议编制虚拟仿真“金课”的建设标准，制定具有指导

性的建设框架，出台相应政策对各高校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进行切实引导，保证课程内容和当今

学科发展以及科技前沿充分结合，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打造出具有工程性

和综合性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

（2）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虚拟仿真教学培训与指导。教育部应针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开展相应

的培训，宣贯虚拟仿真“金课”的标准，对课程建设提出建议，引导各高校顺利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

目。同时，具备教学经验的学科专业教师需要强化与制作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信息化专业技术人

员之间的交流，保障教学过程有序进行［9］。

（3）建立交流平台，共享优质资源。在收集到的问卷调查结果中，大多数受访者提出很多普通

高校及高职院校的建设经费和教研团队资源受限，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需要满足当今互联网+环境下

学生试验开放共享的要求。加强校际之间良性的交流与联系，各高校开放交流平台，共享优质资

源，组建具备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的专家团队，根据教育部要求有针对性开展项目交流与教师培

训，探讨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具有示范性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指导建设遇到瓶

颈的高校；同时，探索校际之间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共享制度，从而充分、高效地利用优秀项目资

源，优化配置，避免重复建设，提升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质量［10］。

（4）精进虚拟仿真教学的关键技术。虚拟仿真教学技术方面的关键在于好用性与开放性，基于

虚拟仿真教学对于设备、网络环境等硬件具有较高要求的特点，需要建设响应速度快、学生及教师

使用体验良好的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用较高的画面品质充分还原真实实验项目环境下的情景，尽可

能做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拟真呈现，以虚促实，更加有效的启发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

究、自主实践的创新思维，推进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11］。

（5）加大资金投入。“双一流”高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明显，对虚拟仿真教学项目投入大，项目建设

整体实力就相对较强，目前开展得较为顺利，获得认定项目较多。相比之下，很多普通高校并没有

足够的资金开展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建设，因此，提供相应的立项、资金支持将有助于推动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建设。

图5　建设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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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and obstacle factors in virtual simulation courses 
construction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XU Sheng1， SUN 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1, P.  R.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P.  R.  China)

Abstract: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new information gathering channels and high-quality practical 
operation blocks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expand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achieves the integra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cours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this study carries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eachers nationwide, 
collecting data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rojects. By understanding the willingness to 
construct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rojects, the obstacles a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90%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 that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cost professionals, and recognize its 
role; however, only 22.54% of the respondents apply for or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courses. The main obstacles include lack of funds,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lated resources support.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rojects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majors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projects; obstacles;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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