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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部分（站在学⽣的角度） 

‣ 科研选题为何重要？怎样为选题做准备？ 

๏ 第⼆部分（站在机器翻译研究者的角度） 

‣ 在⼤语⾔模型时代，如何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 

๏ 第三部分（站在机器翻译研究者的角度） 

‣ ⼤语⾔模型时代的选题实践

提纲



第⼀部分 

科研选题为何重要？ 
怎样为选题做准备？



๏ 科研选题  

‣ 选择⼤致研究⽅向 

๏ 实验验证 

‣ 确定具体解决⽅案 

๏ 论⽂写作、宣传 

‣ 包装、展示整体研究成果

科研过程概览

图片来自：DAL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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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内容决定⽅案可⾏性



๏ 科研选题  

‣ 选择⼤致研究⽅向 

๏ 实验验证 

‣ 确定具体解决⽅案 

๏ 论⽂写作、宣传 

‣ 包装、展示整体研究成果

科研过程概览

选题内容决定成果影响⼒



๏ 了解前沿动态 

‣ ⼤家在做什么？ 

๏ 解读发展趋势 

‣ ⼤家关⼼什么？ 

๏ 确定研究⽅向 

‣ 我打算做什么？

科研选题过程



๏ arXiv 

‣ 浏览每日最新论⽂ 

‣ arXiv论⽂数目剧烈增长，浏览难度增加

了解前沿动态

图片来自： https://jlibovicky.github.io/2023/06/30/Speeding-up-arXiv-browsing.html



了解前沿动态
๏ 社交媒体 

‣ 热点论⽂分享，节约阅读时间



๏ 社交媒体 

‣ 作者直接发布，评论区答疑解惑

了解前沿动态



๏ 社交媒体 

‣ 朋友圈、知乎、
小红书也都是快
速了解前沿研究
动态的窗⼝ 

‣ 从多个窗⼝获取
信息也可以查漏
补缺

了解前沿动态



๏ 博客（Anthropic’s Blog, Yao Fu’s Blog） 

‣ 最新⼯作介绍，最新进展综述

了解前沿动态

内容来自：https://yaofu.notion.site/Yao-Fu-s-Blog-b536c3d6912149a395931f1e871370db

内容来自：https://www.anthropic.com/research



๏ 公众号 

‣ 最新访谈分享、最新⼯作介绍                          

了解前沿动态



๏ ⾼校课程 

‣ 内容每年更新，讲解内容更加结构化、系统化

了解前沿动态



๏ 对已有信息进⾏整理和总结 

๏ 参考他⼈的整理和总结（Survey） 

‣ 《A Survey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 《A Survey on In-context 
Learning》 

‣ 《Instruction Tuning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Survey》 

‣ 《A Survey on LLM-based 
Autonomous Agents》

解读发展趋势

图片来自：A Survey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图片来自：A Survey on LLM-based Autonomous Agents



第⼆部分 

在⼤语⾔模型时代， 
如何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



๏ 在⼤规模单语数据上训练的⼤语⾔模型具备很强的翻译能⼒ 

‣ 训练数据改变 -> 学习范式改变 

‣ 模型架构改变 -> 交互模式改变

⼤语⾔模型对机器翻译产⽣的冲击

表格来自：Garcia et al.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few-shot learning for machine translation

回答来自：GPT-4



๏ 基于⼤语⾔模型⾰新机器翻译范式 

‣ 通过在上下⽂中提供额外信息，可以更好地控制翻译过程 

‣ 模型的指令执⾏能⼒让⼈机交互过程更加便捷

拥抱⼤语⾔模型

图⽚来⾃：Zhang et al. BayLing: Bridging Cross-lingual Alignment and 
Instruction Following through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图⽚来⾃：Lu et al. Chain-of-Dictionary Prompting 
Elicits Transla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拥抱⼤语⾔模型
๏ 基于⼤语⾔模型⾰新机器翻译范式 

‣ 通过在上下⽂中提供额外信息，可以更好地控制翻译过程 

‣ 如何利用可扩展的双语/单语数据，提升机器翻译上限

图片来自: Zhu et al. Extrapolat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Non-English by Aligning Languages &  
A Paradigm Shift in Machine Translation: Boosting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拥抱⼤语⾔模型
๏ 借助翻译任务提升模型的其他能⼒，如多语⾔能⼒ 

‣ ⼤语⾔模型的架构打破了不同任务之间的界限 

‣ 通过翻译任务的学习，可以影响模型在更多任务上的表现

图片来自: BLOOM team. Crosslingual Generalization through Multitask Finetuning.



拥抱⼤语⾔模型
๏ 借助翻译任务提升模型的其他能⼒，如多语⾔能⼒ 

‣ ⼤语⾔模型的架构打破了不同任务之间的界限 

‣ 通过翻译任务的学习，可以影响模型在更多任务上的表现 

‣ 能否借助翻译任务完成语⾔对齐，从⽽消除数据偏见 

• 预训练数据以英⽂为主 

• 指令微调数据以英⽂为主

图片来自: BLOOM team. Crosslingual Generalization through Multitask Finetuning.



๏ 多语⾔机器翻译 

‣ 消除语⾔障碍是机器翻译研究的终极目标 

‣ 多语⾔机器翻译仍然面临重重挑战（参数竞争、⾼效解码、幻视）

坚守传统机器翻译

图片来自：Yuan et al. Lego-MT: Learning Detachable 
Models for Massively Multilingual Machine Translation

图片来自：Guerreiro et al.  Hallucinations in Large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Models.

图片来自：SeamlessM4T



第三部分 

⼤语⾔模型时代的选题实践 



⼤语⾔模型时代的选题实践
๏ 选题⼀：⼤模型多语⾔翻译能⼒的评估与分析 

‣ “Multilingual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Empirical 
Results and Analysis” 

‣ Wenhao Zhu, Hongyi Liu, Qingxiu Dong, Jingjing Xu, Shujian Huang, Lingpeng 
Kong, Jiajun Chen, Lei Li 

‣ https://arxiv.org/pdf/2304.04675.pdf 

๏ 选题⼆：通过问题翻译学习提升⼤模型多语⾔推理⽔平 

‣ “Question Translation Training for Better Multilingual Reasoning” 

‣ Wenhao Zhu, Shujian Huang, Fei Yuan, Shuaijie She, Jiajun Chen, Alexandra 
Birch 

‣ https://arxiv.org/abs/2401.07817



⼤模型多语⾔机器翻译能⼒评估与分析
๏ 评估对象 

‣ 英语为主导的⼤模型：OPT-175B, LLaMA2-7B, Falcon-7B 

‣ 覆盖多语⾔的⼤模型：XGLM-7B, BLOOMZ-7.1B, ChatGPT, GPT4 

‣ 有监督基线模型：M2M-12B, NLLB-1.3B-distill, Google Translate 

‣  评估过程 

‣ 多语⾔翻译数据集：Flores-101 

‣ 情景学习（避免改变模型参数） 

‣ 102种语⾔，606个翻译⽅向



主要发现
๏ 在英语为主的⼤规模单语语料上训练后，⼤语⾔模型可以展现出不

错的多语⾔翻译能⼒，尤其是从非英语翻译到英语时 

๏ ⼤模型的多语⾔翻译能⼒在不断进化，其中GPT-4的能⼒是最强的 

๏ ⼤模型的翻译能⼒在不同语⾔间极不平衡



主要发现
๏ GPT-4在 40.91% 的⽅向上超过了最强开源有监督模型NLLB 

๏ 但是在低资源语⾔上，GPT-4和传统机器翻译系统（NLLB、
Google Translate）还有很⼤的差距



主要发现
๏ ⼤模型内的语⾔不平衡现象 

‣ 以英语为中⼼的翻译 >以法⽂为中⼼的翻译 >以中⽂为中⼼的翻译 

‣ 即使在GPT-4中，语⾔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



数据泄漏问题
๏ BLOOMZ在Flores-101数据集和⽆泄漏数据集上的表现差别极⼤ 

๏ ⼤语⾔模型时代，使用公开数据评估模型能⼒需谨慎



通过问题翻译学习提升⼤模型多语⾔推理⽔平

๏ 数学推理 

‣ 要求模型根据问题预测出最终的数学答案 

‣ 利用思维链推理⼀般能取得更加准确的预测结果 

๏  Shi等⼈进⼀步将其拓展为多语⾔推理任务 (mGSM)

English

Chinese

German

图片来自: Shi 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Multilingual Chain-Of-Thought Reasoners.



多语⾔表现不平衡
๏ ⼤模型在英语问题上的表现基本远远好于其在非英语问题上的表现

图片来自: Shi 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Multilingual Chain-Of-Thought Reasoners.



相关⼯作
๏ 提示闭源模型 (translate-test) 

‣ 这些prompting⽅法在开源模型上的效果没有被充分检验 

‣ 如何强化开源模型的多语⾔推理能⼒仍然是未知的

图片来自: Qin et al. Cross-lingual Prompting: Improving Zero-shot Chain-of-Thought Reasoning across Languages. & Huang et 
al. Not All Languages Are Created Equal in LLMs: Improving Multilingual Capability by Cross-Lingual-Thought Prompting.



相关⼯作
๏ 指令微调开源模型 (translate-train) 

‣ 将英⽂问题和思维链答复翻译成非英语版本 

‣ 使用多语⾔训练数据进⾏指令微调

图片来自: Chen et al. Breaking Language Barriers in Multilingual Mathematical Reasoning: Insights and Observations.



“翻译再训练”范式的缺陷
๏ 将英语训练数据翻译到⼤量非英语语⾔的翻译代价极⼤，特别是考
虑到指令训练数据正在不断更新扩⼤ 

๏ 翻译引擎很难准确翻译包含数学符号的、逻辑性强的长思维链回复

RFT MetaMathQAGSM8K

GSM8K: Cobbe et al. Training Verifiers to Solve Math Word Problems. 
RFT: Yuan et al. Scaling Relationship on Learning Mathematical Reasoning with Large Language Models.  
MetaMathQA: Yu et al. Metamath: Bootstrap Your Own Mathematical Questions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通过问题翻译学习提升⼤模型多语⾔推理⽔平

๏ 通过问题翻译学习为⼤模型注⼊隐式偏好：以英语的⽅式理解非英
语问题，从⽽将⼤模型的强⼤英语推理能⼒迁移到非英语场景



主要结果
๏ 在只使用英语有监督使用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幅超过了

translate-train的基线⽅法 (MathOctopus/MultiReason)。

mGSM



主要结果
๏ 在域外测试集上，我们的模型也展现出了更好的鲁棒性。

mSVAMP



主要结果
๏ 在我们的框架中融⼊多语⾔有监督数据还可以进⼀步提升模型的多

语⾔推理表现

+6.6%



主要结果
๏ 我们还对语⾔对齐阶段的实现进⾏了充分的探索，发现翻译任务的

数据内容、数据领域和翻译⽅向都对语⾔对齐效果有着巨⼤影响。 

๏ 虽然在不同的实现下，模型的英语能⼒⼗分近似，但是只有使用X-
En的问题翻译任务才能将模型的英语推理能⼒迁移到非英语。



Better Prediction Consistency
๏ Question Alignment -> Response Alignment



总结
๏ 在整个科研过程中，科研选题⾄关重要 

๏ ⼤语⾔模型为机器翻译研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翻译任务、数据可以在⼤模型时代产⽣更⼤的影响 

๏ 我们的实践 

‣ ⼤语⾔模型多语⾔翻译能⼒评估与分析 

• https://github.com/NJUNLP/MMT-LLM 

‣ 通过问题翻译学习提升⼤模型多语⾔推理⽔平 

• https://github.com/NJUNLP/QAlign 

‣ 通过语⾔对齐提升⼤语⾔模型的非英语能⼒ 

• https://github.com/NJUNLP/x-LLM

相关代码、数据均已开源 
欢迎⼤家参考和讨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