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 语言智能处理 课程代码：0700002 选课人数： 120~150
开课学院： 计算机学院 授课教师：黄河燕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黄河燕，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后留所工作，先后

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7年至 2008年在中科院计算机

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历任副主任、主任；2009年至今任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北京市海

量语言信息处理与云计算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信

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机

器翻译和自然语言处理，主持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

科基金重点项目、“973计划”课题、“863计划”课题等 20多项国家级科

研攻关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励，1997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当选“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

价值塑造

一方面，作为从本科学习到高效科研的衔接和铺垫，系统的学科

知识体系应是研究生首先要把握的。扮演新知识输入角色的研究生课

程，要做好这方面的引导工作，帮助学生培养其知识体系构建能力。

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时间内，课程应引导学生在掌握自然语言处理领

域的核心和精华之余，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知识体

系，将课程知识与自身研究方向有机结合，掌握知识、实验方法和技

能的迁移能力，学以致用。基于此，本课程采用如下教学手段：

课堂讲授主要利用幻灯片和板书，随时进行课堂练习/点评、开放

讨论等互动。利用被动学习中的听讲、阅读以及主动学习中的讨论、

实践，最大程度保证学生学习内容的留存率，并基于上述手段的有机

结合，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

课程具有以下教学特色：

以启发式教学为核心，不是单纯的预设环境启发学生主动得到问

题的答案，而是使学生获得科研过程的体验，从而启发其更深入、更

广泛地思考，通过挖掘对象、任务、问题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未知

答案问题甚至未知问题提出设想，获得创新性的进展。

为保证思路的紧凑性和思维的连贯、逻辑性，多采用课上当堂提

问、练习和讨论，展现一段完整的线索。因教学对象构成复杂，课程

考核灵活多样，期末完成的项目甚至可以是学生自己的课题而非 NLP
相关题目。



知识教育

总体上，通过知识关联和科研过程重现，帮助学生掌握创新规律，

实现知识建构和方法创新能力的培养。

具体的，课程采用一纵一横的两条线索来串起课程内容和知识，

实现上述各项能力培养的目标。纵向线索为同一任务在领域发展的不

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方法——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所经历的三个典型阶

段，也即三个范式：逻辑推理，传统统计模型以及深度学习；横向线

索是不同任务（甚至是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不同任务）在同一时期采

用的类似方法，按照自然语言处理的层次展开，从词法到句法到语义、

语用以及包括机器翻译、自动问答在内的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线索的推进，都



教学手段：

课堂讲授主要利用幻灯片和板书，进行两次课堂练习/点评，并利

用提问等方式互动。

教学方法：

通过回顾、类比、联想，启发学生将新的模型和方法与已学模型

和方法联系起来，在知识体系中链接和定位，加深已有概念，并在面

对新问题时，可以给出解决办法。

具体的：

1.将本节课将要介绍的内容定位到整个课程的知识体系和线索中

——现在进行的是结构预测层面，从逻辑到概率模型再到深度学习模

型这条线；

2.由大家熟悉的程序语言的句法分析过渡到自然语言句法分析，可以

通用吗？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歧义”二字，我们需要概率模型；

3.我们已经学习过规则的 FSG 到概率的 HMM 的演化过程，那么，

从规则的 CFG如何到概率的 PCFG？
4.对比 CFG 和 FSG，同时对比 PCFG 和 HMM，是否能得到从一维

线性词法模型到二维结构句法模型的扩展规律？

5.对比 PCFG的三个问题和 HMM的三个问题，又有什么启发？对生

成式模型概念的理解又进一步。

6.如何在CFG的解码算法CYK中加入概率信息从而获得 PCFG的解

码算法 Viterbi？对比 HMM中的 Viterbi？
另外，介绍概念和方法时，都借助例子帮助学生理解。

本节课教学思路如图 1所示，双线箭头代表课程实施的两条线索

的推进，单线箭头则代表模型的类比和方法的推演，空心箭头则代表

推演方法的迁移。



三、教学效果

1. PCFG 和 HMM分别对应传统统计模型和逻辑推理范式下的典型

生成式建模，对比 PCFG和 HMM，从模型（三个独立性假设）、解码

和参数学习三个方面，学生可以加深对生成式模型的理解。

2. 通过对 PCFG特性的钻研，学生应该能够指出它的缺陷，并给出

可能的改进方法，培养批判性思维。

3. 学生通过自学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句法分析方法，将其与

PCFG对比，同时与基于神经网络的词法分析模型对比。分别从两个线

索方向上引导学生进一步拓展，从已知向未知推进，重现和体验创新

过程，培养创新性思维。

4. 引导学生回答以下问题：在你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上，是否有类似

的结构预测问题或模型。从而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实验方法和技能的

迁移，学以致用。

课程考核

本课程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考核：

1. 课程开始时的摸底考查；

2. 探索性 Topic讨论（40%）；

3. 课下作业及课堂练习（30%）；

4. 团队项目及展示（30%）。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