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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的定位与声明�
•  所使用例⼦均来自信息检索、数据挖掘、自然

语⾔处理领域�
•  所使用的例⼦为讲者之前的论⽂，全部为个⼈

观点，只是个⼈的经验分享�
•  介绍基本的论⽂写作思路以及规范�
•  强调避免⼀些基本的写作错误�
•  “提速”的⼀些⽅法�
•  推荐阅读更好的报告�
– 清华⼤学刘洋老师的《机器翻译学术论⽂⽂写作⽅

⽅法和技巧》�
•  http://nlp.csai.tsinghua.edu.cn/%7Ely/talks/

cwmt14_tut.pdf�



示例论文简介�

•  例⼦1�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背景信息的智能化路径搜索算法 

任务：给定路网结构，生成一个用户从A点到B点的个性化路线规划 
      简化为生成一个路段ID的序列预测任务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背景信息的智能化路径搜索算法 

A*算法：分解启发式搜索值为两个部分 
        g计算历史消耗，h预估未来消耗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背景信息的智能化路径搜索算法 

g函数实现：使用基于注意力机制的GRU网络刻画用户运动状态， 
           路径生成概率作为g函数的数值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背景信息的智能化路径搜索算法 

h函数实现：使用图神经网络基于路网学习节点表示 
           搭建估值网络，使用强化学习算法进行训练 
 



示例论文简介�

•  例⼦2�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基本思路：使用记忆网络扩展数据存储 
          知识存于记忆网络，隐状态做结构化解码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底层模型：传统的GRU序列推荐算法 
          推荐任务抽象为一个预测序列ID的任务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状态解码：传入键-值记忆网络 
          键是属性的表示、值是用户对应属性的偏好表示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状态解码：获得细粒度属性上的用户偏好 
          灰度代表权重大小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状态解码：获取与更新用户细粒度的偏好 
          对应value网络存储了用户过去该属性上的偏好 



示例论文简介 

•  基于知识属性的序列化推荐算法 

模型优点：GRU的时序预测/推理能力+知识的结构化信息+ 
          记忆网络长期存储能力 !“预测+知识+记忆” 



引⽂(Introduction)写法�

•  论⽂的“门面”，必须写好�
– 引⽂⼀般包含的内容�
•  交代研究任务�

•  阐述研究现状并总结不⾜�
•  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  给出新⽅案的设计�
•  总结论⽂的贡献以及实验结论�



引⽂(Introduction)写法�

•  论⽂的“门面”，必须写好�
– 引⽂⼀般包含的内容�

•  交代研究任务�
–  让读者知道你要做的任务�

•  阐述研究现状并总结不⾜�
–  给读者⼀些研究背景的铺垫，并且带出挑战以及难点�

»  挑战如果非常重要，可以单独出⼀段�

•  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  引出论⽂的解决思路或者说idea�

•  给出新⽅案的设计�
–  较为详细地介绍idea的实现�

•  总结论⽂的贡献以及实验结论 ��
–  总结并且强调论⽂的贡献�



引⽂(Introduction)写法�

•  交代研究任务�
– 让读者知道你要做的任务�



引⽂(Introduction)写法�

•  阐述研究现状并总结不⾜�
– 给读者⼀些研究背景的铺垫�



引⽂(Introduction)写法�

•  提出解决的新思路�
– 引出论⽂的解决思路或者说idea，可以再介绍

这⼀思路要实现的困难�



引⽂(Introduction)写法�

•  给出新⽅案的设计�
– 详细地介绍idea的实现�



引⽂(Introduction)写法�

•  总结论⽂的贡献以及实验结论 � �
– 总结并且强调论⽂的贡献�



引⽂(Introduction)写法�

•  引⽂中的灵魂=“逻辑”�
– 语法只是皮囊�

•  常见错误逻辑�
– 因为模型A好使，所以用A做某任务（蓄意的科研）�
– 因为任务B没有⼈做，所以我做了（暴⼒的科研）�
– 之前的⼈做了什么⼯作，我做了什么⼯作，我的好

（缺乏解释、对比）�
– 这个任务很难，这篇论⽂我们这样解决了它�
（缺乏过渡、解释）�
– 夸⼤自⼰模型的贡献、忽略别⼈的⼯作�

（Reviewer最反感的写法）�

�

�



引⽂(Introduction)写法�
•  引⽂中的“度”�

–  包装需要，但是要适宜�

•  常见不合适的“度”�
–  随意给出⼀些非常主观的意见�

•  例如：CNN model is perfectly good at modeling xxx data�
–  加引用可能能缓解�

–  随意使用⼀些特别general的词汇�
•  例如：“knowledge”、“context”、 “information”等�

–  随意夸⼤自⼰的模型、放⼤自⼰的贡献�
•  例如：�

–  之前的⼯作这也不⾏那也不⾏，就我的⽅法⾏�
»  例⼦：Our mode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over all previous methods�

–  建议从头到尾检查⼀下所有副词、形容词，去掉带有太多主观⾊彩的词汇，也要慎
重使用⼀些程度强烈的词汇（如significantly）�

–  加⼀些限定词�
»  “on xxx task in terms of xxx metrics”�
»  “all previous methods”---“all the comparison methods”�



引⽂(Introduction)写法�
•  引⽂中的“铺垫”�

–  引⽂的⼀个作用就是要让⼤家容易读懂全⽂�

•  常见铺垫�
–  解释“主要术语”，避免拿来术语就用�

•  例如：knowledge-aware recommender systems�
–  解释清楚模型的主要设计思路、技术路线�

•  常见误区：面面俱到介绍所有细节（调参等），只需要写清楚最
重要的部分，有些辅助组件甚⾄可以不提�

•  避免自⼰的盲目沉浸：避免在introduction里云里雾里，把模型说
的特别⾼⼤上，让⼈摸不到头脑�

•  画图、举例⼦是好的解决⽅法�
–  强调主要创新之处�

•  需要写出⼀⾄两句非常中肯⽽又学术性的话来总结自⼰的创新点�
–  所有论⽂都有责任让自⼰的idea能够用1-3句话说清楚�

•  小tip：这样的话放在显眼的位置，如段首�



引⽂(Introduction)写法�

•  初学者写法-六句话扩充法�
– 第⼀句写任务介绍以及意义�
– 第⼆句概述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的问题�

– 第三句写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挑战�
– 第四句写当前⽅法的主要出发点以及解决思路�
– 第五句写当前⽅法的主要技术⽅案�

– 第六句写总结、强调贡献�



引⽂(Introduction)写法�

•  过渡词的使用�
– Yet�
–  although �
– Though�
– However�
–  Still�
– while�
– Because�
–  Since�
–  and �
–  but�



引⽂(Introduction)写法�

•  引⽂的写作是⼀门“讲故事”的艺术�
– 期望的引⽂样⼦（逐步递增）�
•  让⼈知道你在做什么�

•  让⼈觉得你的⼯作重要�
•  让⼈觉得你的解决思路清奇�

•  让⼈觉得你的⼯作不可或缺�
•  让⼈读起来如沐春风�

– 节奏感很重要�
•  交代背景（⼊）、铺垫包袱（难）、谜底揭晓（奇）、

细节解析（懂）、重点总结（收）�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主要要求�
– 尽量覆盖所有相关的相关⼯作�
– 分类整理�

– 突出相关的地⽅�
– 强调不同的地⽅�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尽量覆盖所有相关的⼯作�
– ⼀些特定的排版style是有帮助的�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突出相关的地⽅、并且强调不同的地⽅�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长度的控制�
– 短写�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长度的控制�
– 长写�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常见错误�
– 简单罗列（平时读论⽂要做到分类总结）�
•  例如：A做了什么、B做了什么、C做了什么。。。�

– 没有说清楚区别和联系（平时读论⽂要做到分
类总结）�

– 时态�
•  过去时�

•  现在完成时�
•  哪种都可以，但是不要混着来�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常见错误�
–  [13] constructed the first study�
– As shown in Zhao et al., 2018�

–  (Zhao et al., 2018) studied the problem of �



相关⼯作(Related work)写法�

•  常见错误�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定义部分的写作�
– 介绍清楚所有术语�
– 给出所有符号的含义以及使用⽅式�

– 形式化地描述清楚任务�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介绍清楚所有术语�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给出所有符号的含义以及应用⽅式�
– 变量的符号极其重要�
•  要好看�

•  要好记�
•  要成体系�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个Notation的重要参考�
–  http://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otation.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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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Notation的重要参考�
–  http://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otation.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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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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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个Notation的重要参考�
–  http://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otation.html �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个Notation的重要参考�
–  http://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otation.html �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个Notation的重要参考�
–  http://www.deeplearningbook.org/contents/notation.html �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Notation的例⼦�
– 应该符合⼈们常用的思维�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Notation的例⼦�
– 活用上下标�



定义部分(Definition)写法�

•  Notation的例⼦�
– 部分问题�
•  ⼀个符号多次使用，又代表不同意思�

•  全部使用未加粗的notation表示集合、矩阵等�
•  符号使用不按照习惯使用�

•  频繁使用⼀些单词的缩写用于notation (src, dest)�
•  频繁使用上下角标都存在的符号�

•  符号的数量非常多�

•  \log, \exp \min …�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逻辑很关键�
– ⼏种常见的逻辑�
•  总-分-式�
•  总-基础-增强式�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总-分-式�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总-基础-增强式�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建议配图�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最后部分的讨论可能会给模型“添彩”�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最后部分的讨论可能会给模型“添彩”�



模型部分(Method)写法�

•  模型部分的写作�
– 最后部分的讨论可能会给模型“添彩”�
•  正确性证明�

•  时间复杂度�
•  完整的算法流程�

•  参数汇总+学习算法�
•  与之前⼯作的区别（突出创新性）�

•  与之前⼯作的联系（增强泛化性）�

•  模型可扩展的地⽅（堵漏）�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般流程�
– 数据集合、评测指标、评测流程�
– 对比⽅法�

– 主⼲实验分析�
– 模型细致分析�
– 定性实验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数据集合	

⼀般流程：�
�
原始数据集合->重要预处理步骤->最后的数
据集合�

Tip:	数字不要居中（靠右对齐），使
用“逗号”表示法�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评测指标、评测流程�

�

– 新任务的评测指标要完全给出�
– 老任务的评测指标可以沿用，进⽽压缩空间�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对比⽅法	

介绍baseline，如果没有特殊实现，可以比
较简略。重要参数要给出。�
�
最后最好总结⼀下baseline，让读者有⼀个
整体的了解�
�
�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对比⽅法	

表格是⼀个总结对比⽅法的途径�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主⼲实验�
– 要很清楚实验的目的�
•  对引⽂里面给出的贡献、发现或者结论的证明�

•  不要流⽔账⼀样介绍，要突出原因�
•  错误例⼦：A比B好、B比C好。。。�

– 有些异常结果要加以解释�
•  有些模型达不到原始论⽂的效果，要好好分析⼀下�

– 加上统计性显著检验�
•  确保提升是有效的�

•  有的时候是压死论⽂的最后⼀棵稻草�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主⼲实验�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细致性分析实验�
– 检查contribution的来源�
•   Ablation study�

– 组件内部调节�
– 参数调节�
– 数据调节�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细致性分析实验�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 用例⼦解释为什么你的想法会work�
– 用例⼦解释哪些情况，你的模型会有比较显著

的提升�
– 这里是对于Introduction的最强呼应�
•  用例⼦论证introduction的motivation�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般的流程�
– 避免探索式描写，要有核⼼驱动进⾏描写�
– 画⼀个好图：⼀图胜千⾔�
– 用好图的标题：各种符号、颜⾊以及整体场景的设

置�
•  不要让⽂本描述和图的标题⼤部分⼀样，双⽅各有分⼯�

– 写⼀段清楚的描述�
•  首先写清楚目的 �

•  接着写清楚当前例⼦的整体故事 �
•  然后分解进⼊关键部分�

•  最后总结发现�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实验部分(Method)写法	

•  定性的例⼦�



摘要 (Method)写法	

•  讲清楚任务、⽅法和创新点、不要提实现细节�



摘要 (Method)写法	

•  讲清楚任务、⽅法和创新点、不要提细节�



总结 (Method)写法	

•  简要总结⼯作，不要再埋包袱、打伏笔�
– 具体任务-解决⽅案-实验结果-未来扩展�



我喜欢的改（写）论⽂流程	

•  先写Related work，梳理清楚已有⼯作的不⾜，
第⼀遍�

•  然后改问题定义、模型，确保了解模型细节，
第⼀遍�

•  然后写Introduction，第⼀遍�
•  然后写实验，第⼀遍�
•  Repeat “问题定义、模型、实验、相关⼯作”�
•  Repeat “Introduction、模型” �
•  全⽂定稿�
•  最后，abstract, conclusion，related work�



我喜欢的改（写）论⽂⽅式	

•  将⽂件按照section切割，使用input命令合
并，共享⼀个main.tex�

•  如果有多⼈进⾏操作，不同⼈改不同的⽂
件�
– 拒绝⽹络软件共享修改�

•  快速出初稿，然后打印出来多次重写�
•  对于画图要求较⾼，通常⼀个图要修改⼏

⼗次�

•  最后写abstract, conclusion�



其他应该避免的问题 

•  ⼤段⽂字摆上来，没有切割，没有分段�
•  ⼀个section内部的subsection太多，且各个部分关系不强�
•  句⼦⽆意义的过长�
•  在⼀个Section前面铺垫太长，再进⼊Subsection�
•  对于很多常用词汇，习惯了错误用法（an approach to 

do?），⽽且不断强化错误	
•  画很多⽆意义的图占论⽂空间（比如CNN架构）�
•  实验图字体太小、清晰度不够�
•  细枝末节介绍很详细，但是最关键的技术、实验部分不

够清楚�
•  避免论⽂中出现⽆用的⼤段空白�
•  尽量少使用vspace、hspace、scriptsize等压缩命令�



用词 



建议 

•  学⼀⼿好的LaTex，建议模板化、流程化、标
准化�

•  学会⼀些固定转折、承接、突出、总结、代⼊、
发现、介绍等固定语句�

•  重学四级单词或者学术论⽂常用单词，了解这
些词的用法�
– 可以写个程序，找出来最频繁的词汇，以及他们的

搭配，对于自⼰使用的新搭配要小⼼�
•  建议学会⼀套好的画图技术、做表技术�
•  相关⼯作应该平时准备好，对于bib提前找好�
•  拼写检查�



建议 

•  最快的学习⽅法�
– 写论⽂、找⼈改（珍惜每⼀次老师给你的修改）�
– 多写论⽂是提升写作的唯⼀标准�

•  最稳的学习⽅法�
– 阅读简单⽂章、背诵并且默写（偏学术的⽂章）�

•  最廉价的学习⽅法�
– 读论⽂时不看abstract，然后写abstract，然后

对比 



期刊写作建议 

•  学会把论⽂写长、但又看起来也不冗余�
– 图表、公式�
– 组织更为重要�

•  尽量把参考⽂献写全�
•  尽量把实验做全�
•  写好Response重要�



期刊写作建议 



最后的建议 

•  多写note�
– 回头看自⼰的note，语病真多，但是都是回忆�



致谢 

•  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重⼤帮忙的老师
们�



谢谢⼤家�

•  有交流意向可以邮件沟通�
– batmanfly@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