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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有新意”的研究
——以“做问题”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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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找⼀个时髦的模型 😏 做实验 😴 不work 🫢

初学者经常会掉进的“做方法怪圈”

• 做问题 (Problem-driven) v.s. 做⽅法 (Methodology-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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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法”做 “⽅法”要借“问题”验证

重⼤的“⽅法”会成为“问题”“问题”的发展会孵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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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做问题” vs “做⽅法” 如何“做问题”

WWW’21    “Novel idea”; 引⽤量87 

Xueyao Zhang, et al. Mining Dual Emo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CIKM’21    “Well-motivated”, “Novel method” 

Qiang Sheng*, Xueyao Zhang*, et al. Integrating Pattern- and Fact-based Fake News 
Detection via Model Preference Learning. 

ACL’21    “Important problem” 

Qiang Sheng, Juan Cao, Xueyao Zhang, et al. Article Reranking by Memory-enhanced Key 
Sentence Matching for Detecting Previously Fact-checked Claims. 

ACL’22    “Interesting idea”, “Easy to understand” 

Qiang Sheng, Juan Cao, Xueyao Zhang, et al. Zoom Out and Observe: News Environment 
Percep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分析案例：实验室在谣⾔检测领域的代表性⼯作
5

如何“做问题”——以谣⾔检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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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问题”——以谣⾔检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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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回溯社会⼼理学对谣⾔的研究

7

在“谣⾔公式”中，应融⼊“个⼈焦虑” 
(Personal Anxiety) 作为因⼦

1991年：Inside Rumor: A Personal Journey

假新闻示例

社区评论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又是强拆！

该死的政府...

杀人者不可饶恕！

...

...

愤怒、厌恶

新闻原⽂

安徽太和县发生了一起强拆惨案，

黑社会打死了一家七口！目前，不

作为的县政府已经封锁了消息！

惊异、愤怒

谣⾔  重要性  模糊度  个⼈焦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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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1    “Novel idea”; 引⽤量87    Xueyao Zhang, et al. Mining Dual Emo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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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联合外部证据的谣⾔检测

困难样本

真新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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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联合外部证据的谣⾔检测

CIKM’21    “Well-motivated”, “Novel method” Qiang Sheng*, Xueyao Zhang*, et al. Integrating Pattern- and Fact-based Fake 
News Detection via Model Preferenc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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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判别 造谣点解读

“不实信息检测系统的⽣命周期”—— 盛强. 2020年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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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判别 造谣点解读可疑线索搜集 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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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判别 造谣点解读可疑线索搜集 谣⾔治理

基于Attention的可视化

CIKM’18

ECA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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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判别 造谣点解读可疑线索搜集 谣⾔治理

基于Attention的可视化

引⼊辟谣⽂，展示辟谣句

ACL’21    “Important problem”    Qiang Sheng et al. Article Reranking by Memory-enhanced Key Sentence 
Matching for Detecting Previously Fact-checked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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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判别 造谣点解读可疑线索搜集 谣⾔治理

基于Attention的可视化

引⼊辟谣⽂，展示辟谣句

利⽤当下的新闻环境， 
建模造谣者意图

ACL’22    “Interesting idea”, “Easy to understand”    Qiang Sheng et al. Zoom Out and Observe: 
News Environment Perception for Fake News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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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领域越发展，“做问题”的难度就越⼤

15

领域的发展阶段

“做问题”的难度
其他研究者未曾提过的新问题

已知问题的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更好的分析和理解

更佳的实验结果

论⽂的创新性评级

——罗杰波《如何做好⼀个AI领域审稿⼈》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t4y1Q73k?from=search&seid=11081125045008906833&vd_source=85eed151e987f4dc517690ea0612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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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波《如何做好⼀个AI领域审稿⼈》

缺乏定义

定义不清

Formulation不成熟

是挑战更是机会！

容易做出Novel
⼯作的“⻩⾦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t4y1Q73k?from=search&seid=11081125045008906833&vd_source=85eed151e987f4dc517690ea0612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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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如何朝着“做问题”不懈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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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交叉学科 

在宏观上跟踪新进展，尤其要关注新的Formulation，多进⾏“思维体操”


• 回归真实场景 

多看真实数据，注重⼯业应⽤


• 回溯经典⽂献 

挖掘前⼈的智慧，尤其要关⼼古早⽂献中对“Challenge”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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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7

Michael J. Black《Novelty in Science — A guide for reviewers》


李沐《如何判断（你⾃⼰的）研究⼯作的价值》


李沐《你（被）吐槽过论⽂不够 novel 吗？》


罗杰波《如何做好⼀个AI领域审稿⼈》


沈向洋、华刚《读科研论⽂的三个层次、四个阶段与⼗个问题》


知乎问题《AI论⽂中的novelty如何评价？》

https://perceiving-systems.blog/en/post/novelty-in-science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L411c7Us/?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85eed151e987f4dc517690ea0612771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a41127Bq/?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85eed151e987f4dc517690ea0612771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t4y1Q73k?from=search&seid=11081125045008906833&vd_source=85eed151e987f4dc517690ea06127710
https://mp.weixin.qq.com/s/GKgwudxwUN4kvZfjeoUdEg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3131049/answer/2253028435


祝⼤家都能做出“有新意”的研究！

2019级硕⼠毕业⽣    张雪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