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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尽管现有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上表现出色，但在深层次语义理解和常识推
理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本研究通过测试模型在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数据集
（彃归彍录当）上的性能，探究如何增强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能力。在本次任务的赛
道二中，本研究使用多个強彂以内的开源大模型（如彑彷彥彮、彉彮彴彥彲彮彌彍等）进行零样本
推理，并选择表现最优的模型基于彌彯归彁进行指令微调来提高其表现。除此之外，本
研究还对数据集进行了分析与增强。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设计有效的指令格式和调
整彌彯归彁微调参数，模型在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上的准确率显著提高。最终在本次任
务的赛道二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该任务的评价指标彁彣彣值为強弴弮弳弸，达到了较为先进
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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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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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当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对儿童故事问答这一新兴任务展现出浓厚兴趣。此任务旨在深化
对儿童故事的理解与推理，为教育领域提供高效工具，促进学生理解力与语言表达技能的评估
与提升。核心挑战在于深入解析给定故事与问题，检验模型对故事情节与常识的整合理解能
力。具体而言，常识推理部分需依据故事情节与隐含常识，从多个选项中甄选最佳答案；寓意
理解则聚焦于捕捉故事寓意，选出最贴合情节的选项。

在第二赛道中，本研究运用多种开源大型语言模型，通过开发集上的多轮零样本测试，
确定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弨彃彡彩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弴弩为指令微调的基础模型。首先，采用固定微调策略，选取最
优彌彯归彁弨彈彵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弱弩配置。确定最佳彌彯归彁参数后，通过不同微调模块的组合优化效果。
鉴于常识推理数据类型的不平衡分布，本研究实施数据增强策略。初步利用彃彨彡彴彇彐彔生成
超过弲弰弰条常识推理示例，经人工审查精选弱弳強条高质量数据。将这些数据纳入开发集进行
微调，显著提升了彁彣彣指标。针对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各选取一组最佳参数组合，分别实
现彃归与彍录 彁彣彣指标強弲弮弸強与強張弮弳弸，综合彁彣彣指标达強弴弮弳弸，在本次评测中取得第一名。

2 方方方法法法

2.1 指指指令令令微微微调调调

指令微调有效强化了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本研究通过精准提取数据集关键信息，构
建提示模板并与数据融合，使模型深化学习儿童故事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而提升对儿童故事的
语义理解与特征辨识能力。此外，经指令微调后的模型能更准确地遵循指定格式作答，极大地
简化了从模型输出中抽取答案的过程。
基于零样本测试的结果，本研究在指令微调环节选用了两款以中文为主的大型语言模

型彼彼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弨彂彡彩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弳弩与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其中，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担
任主微调模型，而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则用于辅助验证最优彌彯归彁参数。通过实验不同彌彯归彁参
数与微调模块搭配，最终锁定两组配置，分别对应常识推理（彃归）与寓意理解（彍录）的最
佳彁彣彣指标。

2.2 LoRA

由于参数规模巨大，微调整个大语言模型需要很高的成本。当用于特定任务的训练时，参
数高效微调方法只需要微调少量关键参数，就能达到甚至超过全参微调的性能。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是低秩适配（彌彯彷弭归彡彮彫 彁彤彡彰彴彡彴彩彯彮，彌彯归彁）方法，在冻结预训练模型权重的基础上，独
立训练一个低秩分解矩阵，然后与预训练模型权重合并，方法如图弱所示。
将预训练权重矩阵记为W0 ∈ Rd×d，低秩矩阵记为弁W 弽 BA，其中B ∈ Rd×r，B ∈

Rr×d，彤和彲分别是预训练权重矩阵和低秩矩阵的秩，并且r ≪ d，矩阵彁和彂分别通过随机高斯
分布和零初始化，包含了可训练的参数（通常来自注意力层）。在推理阶段，使用两部分矩阵
融合后的参数，如公式弱所示。

h 弽 W0x弫弁Wx 弨弱弩

彲作为一个超参数，代表了可训练参数量的规模，具体大小需要根据训练数据集大小和特点
确定，此外，弁W进一步通过超参数α缩放，决定低秩矩阵参数影响推理的程度。这种方法极大
减少了内存需求，并且训练出的参数具有很强的表征能力，更适合用于特定任务的微调。

3 实实实验验验设设设置置置

3.1 数数数据据据集集集介介介绍绍绍

本研究所用数据集源于彜彃彃彌 弲弰弲弴 彔彡彳彫弸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评测弢。常识推理子
任务的问题及答案经人工精心标注，而寓意理解子任务则结合自动构建与人工校验完成。常识
推理涵盖社会、生物、时间、空间及物理等多元常识类型，部分题目甚至融合多种类型。数据
集细分为开发集与测试集，前者含弶張弲条记录，包括弴弰弰条常识推理与弲張弲条寓意理解数据；后者
则拥有弲強弶弸条，分别为弱弶弹弲条常识推理和弱弰張弶条寓意理解实例。

©2024 中国计算语言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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彆彩彧彵彲彥 弱强 彌彯归彁参数高效微调原理图

具体而言，常识推理子任务的开发集与测试集每条数据包含：标识符（彩彤）、标题
（彴彩彴彬彥）、故事内容（彳彴彯彲役）、问题描述（影彵彥彳彴彩彯彮）、候选选项（彯彰彴彩彯彮彳）、正确答案
（彡彮彳彷彥彲）及常识类别（彴役彰彥）。值得注意的是，测试集的彜彡彮彳彷彥彲弢字段为空。寓意理解子
任务的开发集与测试集未标注常识类型，其余属性与常识推理子任务一致。

3.2 评评评价价价指指指标标标

对于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两项子任务，统一采用彁彣彣指标衡量性能。参赛模型的最终评价
得分由下式计算得出，即所有相关指标的加权平均：

Score 弽 弰.弴×Acc1 弫 弰.弶×Acc2 弨弲弩

此处，Acc1代表常识推理子任务的回答准确度，而Acc2则对应寓意理解子任务的准确率。

彆彩彧彵彲彥 弲强 指令数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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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数数据据据预预预处处处理理理

鉴于原始数据集包含若干非必要字段，如彩彤、彴彩彴彬彥、彤彯彭彡彩彮等，本研究对寓意理解（彍录）
数据集进行了精简，仅保留彳彴彯彲役、影彵彥彳彴彩彯彮、彯彰彴彩彯彮彳与彡彮彳彷彥彲字段。相比之下，常识推理
（彃归）任务因涉及特定类型常识，故在保留前述字段的基础上，额外保存彴役彰彥字段，确保
模型能依据常识类别提供更为精确的回应。
提示模板的设计借鉴了彇彁彏彋彁彏弭彂彥彮彣彨弨彚彨彡彮彧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弳弩的研究，最终定制的指令模板

详情见图弲。

3.4 数数数据据据增增增强强强

鉴于开发集内常识推理任务各类常识分布的不均衡性，本研究引入数据增强技术予以应
对。表弱展示了各常识类别的样本量，显而易见，空间与物理常识远少于社会及生物常识。模型
在开发集上的推理结果显示，其在时间、空间与物理常识的表现欠佳，推测原因可能与这些类
型数据稀缺有关。为此，本研究首先借助彃彨彡彴彇彐彔生成逾弲弰弰条常识推理示例，再经人工严格
筛选，最终精选弱弳強条优质数据。增强后的各类常识数量详情参见表弲。

常识类型 社会常识 生物常识 时间常识 空间常识 物理常识

常识数量 弱弹弶 弹弰 弶強 弳強 弳強

彔彡形彬彥 弱强 开发集上各常识类型的数量

常识类型 社会常识 生物常识 时间常识 空间常识 物理常识

常识数量 弲弱弲 弱弳弸 弱弱弰 張弱 弶強

彔彡形彬彥 弲强 扩充开发集后各常识类型的数量

4 实实实验验验流流流程程程

4.1 实实实验验验参参参数数数设设设置置置

本研究的实验参数配置详列于表弳。所有实验采用彐役彔彯彲彣彨深度学习框架执行，微调工作
依托于彌彌彡彍彁 彆彡彣彴彯彲役弨彚彨彥彮彧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弴弩框架，并在配备一张弴弰弹弰与一张彁弴弰的硬件环境下运
行。

模型参数 参数值

训练轮数 張
学习率 張彥弭張
截断长度 弱張弳弶
彂彡彴彣彨 彳彩彺彥 弱
彏彰彴彩彭彩彺彥彲 彁彤彡彭彗

彗彡彲彭彵彰 彲彡彴彩彯 弰弮弱
彌彲 彳彣彨彥彤彵彬彥彲 彃彯彳彩彮彥

彇彲彡彤彩彥彮彴 彡彣彣彵彭彵彬彡彴彩彯彮 彳彴彥彰彳 弸

彔彡形彬彥 弳强 实验参数

4.2 模模模型型型选选选择择择

为确保在性能优越的模型基础上开展微调，本研究挑选了彂彡彩彣彨彵彡彮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弨彙彡彮彧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弳弩、彑彷彥彮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彙彩弭彃彨彡彴弭弶彂弨彙彯彵彮彧 彥彴 彡彬弮弬 弲弰弲弴弩与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
彃彨彡彴弭強彂，在原始开发集（含弴弰弰条常识推理彛彃归彝数据与弲張弲条寓意理解彛彍录彝数据）上执行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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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理。表弴呈现的实验成果表明，所有测试模型在彃归与彍录任务上的彁彣彣指标均超越主办方提
供的基准线。综合考量各模型的彁彣彣得分后，最终选定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作为微调工作的基准
模型。

模型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彂彡彩彣彨彵彡彮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 弴弳弮張 弴弲弮弸 弴弳弮弱
彑彷彥彮弭彃彨彡彴弭強彂 弴張弮張 弴弰弮弴 弴弲弮弴

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 弶弲弮張 弳弸弮弰 弴強弮弸
彙彩弭彃彨彡彴弭弶彂 張弰弮弳 弴弴弮弴 弴弶弮弸

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 弶張弮強 張弲弮強 張強弮弹
彂彡彳彥彬彩彮彥 弳弱弮弲 弳弳弮弲 弳弲弮弴

彔彡形彬彥 弴强 各模型在开发集上零样本推理的表现

4.3 LoRA参参参数数数选选选择择择

彌彯归彁的超参数设定对实验成效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参照彌彯归彁论文建议，于原始开
发集上实施多组超参数微调，并在测试集上评估结果，详情见表張。其中，彗影彫彶构成基本
微调模块。实验显示，当归彡彮彫设为弶弴、彁彬彰彨彡为弱弶时，模型表现欠佳；调整至彌彯归彁论文推荐
的归彡彮彫：彁彬彰彨彡比例弱：弲后，模型性能显著提升。尤其当归彡彮彫等于弲張弶、彁彬彰彨彡设定为張弱弲时，
模型效能达到顶峰。
除在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弭彃彨彡彴弭強彂上探索最优参数外，本研究亦采用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在原始开发集

上执行多轮微调试验，测试集上的结果列于表弶。综合考量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弭彃彨彡彴弭強彂与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
強彂的实测表现，最终决定采用归彡彮彫弽弲張弶、彁彬彰彨彡弽張弱弲的配置。

归彡彮彫 彁彬彰彨彡 彔彡彲彧彥彴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弶弴 弱弶 彗影彫彶 弶張弮弹弰 張弲弮強張 張弸弮弰弱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 強弰弮弳弹 強弱弮弲弱 強弰弮弸弸
張弱弲 張弱弲 彗影彫彶 弶弹弮強弳 強弱弮弴弰 強弰弮強弳
張弱弲 弱弰弲弴 彗影彫彶 弶弹弮張弶 強弰弮弴張 強弰弮弰弹

彔彡形彬彥 張强 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弭彃彨彡彴弭強彂的不同彌彯归彁超参数设置

归彡彮彫 彁彬彰彨彡 彔彡彲彧彥彴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弳弲 弶弴 彗影彫彶 弳弴弮弸弶 弶強弮弰弴 張弴弮弱強
弶弴 弱弲弸 彗影彫彶 弶弴弮弴弲 弶弸弮弴弶 弶弶弮弸弴
弱弲弸 弲張弶 彗影彫彶 弶張弮弹張 弶弹弮弳弱 弶強弮弹強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 弶張弮弳弶 弶弹弮弶 弶強弮弹

彔彡形彬彥 弶强 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的不同彌彯归彁超参数设置

4.4 LoRA微微微调调调模模模块块块选选选择择择

依据弴弮弳章节中选定的最优彌彯归彁超参数，本研究进一步探索不同模块组合的效
果。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模型可供微调的组件涵盖彗影彫彶、彗弱、彗弲、彗弳、彗彯，其中彗影彫彶被
视为基础微调模块，其余则为可选附加模块。将彗影彫彶与任一额外模块搭配进行微调实验，所
得测试集上的结果详载于表強。
审视表強可发现，彗影彫彶与彗弱的组合展现出最优效用。鉴于模块叠加可增扩微调参数规

模，从而增强模型效能，本研究特增设一组实验，测试彗影彫彶联合彗弱、彗弲的效果。相应结果
收录于表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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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彡彮彫 彁彬彰彨彡 彔彡彲彧彥彴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 強弰弮弳弹 強弱弮弲弱 強弰弮弸弸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 強弲弮弱 強弱弮強弸 強弱弮弹弱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弲 強弱弮弲弱 強弲弮弱張 強弱弮強強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弳 強弰弮弶弸 強弲弮弳弴 強弱弮弶弸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彯 強弰弮弹弸 強弲弮弱張 強弱弮弶弸

彔彡形彬彥 強强 在原始开发集上加入单一模块的微调

归彡彮彫 彁彬彰彨彡 彔彡彲彧彥彴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弲 強弲弮弸強 強弱弮強弸 強弲弮弲弲

彔彡形彬彥 弸强 在原始开发集上加入彗弱、彗弲模块

模型在整合彗弲后，展现出性能的显著提升，这一进展激励了对更多模块组合的探索。本
研究在扩充后的数据集上进行了多轮精细的微调实验。根据表弹中的实验结果，数据增强虽
使彃归任务的表现略有下降，却提升了彍录任务的性能。分析认为，彃归任务涉及的推理过程较
为繁复，现有增强数据的复杂程度可能不足以完全匹配其需求；相反，彍录任务侧重于直接从
文本中提取答案，因此，增强的彃归信息有效地深化了彍录情境下文本的信息层次。

归彡彮彫 彁彬彰彨彡 彔彡彲彧彥彴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弲 弶弹弮弹 強弴弮弱弴 強弲弮弴弴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弲弬彗弳 強弰弮弸 強弴弮弹 強弳弮弲弶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弳 強弰弮張弶 強張弮弳弸 強弳弮弴張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弲弬彗彯 強弱弮張強 強弲弮弹弱 強弲弮弳強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弲弬彗弳 強弱弮弰弴 強弲弮弲張 強弱弮強弶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弲弬彗彯 強弱弮強弴 強弲弮弱張 強弱弮弹弹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弲弬彗弳弬彗彯 弶強弮弹弶 強弱弮弰弲 弶弹弮弸
弲張弶 張弱弲 彗影彫彶弬彗弱弬彗弲弬彗弳弬彗彯 強弱弮強弴 強弱弮張弹 強弱弮弶張

彔彡形彬彥 弹强 在扩充后的开发集上微调更多模块

通过对不同模块进行实验对比，观察到模型性能并未随微调参数数量的增加而持续上升。
令人意外的是，当所有可微调模块均被纳入时，模型表现出现下滑。基于此，本研究最终采纳
了表弸中记录的最优彃归结果，以及表弹中所列的最佳彍录结果，具体详情参见表弱弰。

彃归 彍录 彏彶彥彲彡彬彬

強弲弮弸強 強張弮弳弸 強弴弮弳弸

彔彡形彬彥 弱弰强 最佳分数组合

5 结结结论论论

本研究深入分析并评估了语言模型在处理复杂语义理解，特别是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任
务时的能力提升途径。在第二赛道的竞赛中，我们选择了彑彷彥彮弱弮張弭彃彨彡彴弭強彂与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
強彂等模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数优化与数据增强技术的应用，发现彉彮彴彥彲彮彌彍弲弭彃彨彡彴弭強彂在上
述两项任务中展现出最优性能。实验成果证实，精心设计的提示模板结合彌彯归彁微调参数调整
及数据增强策略，能显著提高模型的常识推理精度和寓意理解水平，有力地促进了语言模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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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语义理解和常识推理领域的发展。这一研究为后续在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尤其是儿童故事
分析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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