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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实训》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03501 总学时 1周 学分 1

课程名称 NLP 实训

课程英文名称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raining

适用专业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先修课程 （7299611）自然语言处理

开课部门 信息学院人工智能系（大数据）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为学生掌握自然语言处

理实际应用技巧奠定实践基础，目的是让学生熟悉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概念、语

言模型、概率图模型等方面的知识，掌握利用 Python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的编

程实践，了解中文分词、输入法、机器翻译等实现过程，培养学生实现自然语言

处理任务的能力。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 NLP 技术中的理论运用方法，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基于 Python NLP 工具箱及语料库，从兴趣出发，从

细节入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课程思政目标：结合工程训练，培养学生敢于创新的行动能力和团队精神。

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教学内容一

掌握基于 Python NLTK 工具箱的使用，编程计算一段文本的熵以及不同文本

之间的交叉熵。

2.教学内容二

掌握语料库的查询及使用方法，利用语料库计算一段文本中每个字、特定分

词出现的概率、N元条件概率。

3.教学内容三

掌握语法模型的使用方法，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自动分词系统，利用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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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一段文本的分词结果及正确率。

4.教学内容四

掌握语法模型的使用方法，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自动词性标注系统，利用语

料库给出一段文本的词性标注结果及正确率。

5.教学内容五

完成实训总结报告。

四、 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要求

实践教学内容安排。

第 1天. 先进行基于 Python NLTK 工具箱的使用教学。学生编程计算一段文

本的熵以及不同文本之间的交叉熵。

第 2天. 先进行语料库的查询及使用方法教学。学生利用语料库计算一段文

本中每个字、特定分词出现的概率、N元条件概率。

第3天. 先进行语法模型1的教学。学生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自动分词系统，

利用语料库给出一段文本的分词结果及正确率。

第 4天. 先进行语法模型 2的教学。学生编程实现一个简单的自动词性标注

系统，利用语料库给出一段文本的词性标注结果及正确率。

第 5天. 学生完成实训总结报告。

场地与设备：实训首日在机房教学，后续在校园内登录校园网，通过个人计

算机浏览器访问分配的虚拟机完成实训环节。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教学重点：

1.贝叶斯网络在自然语言处理中面临的问题

2.马尔可夫模型能避免贝叶斯网络问题的原因

3.马尔科夫链的图网络表示方法及概率计算方法

4.隐马尔可夫模型概念

教学难点:

1.如何用隐马尔可夫等图网络模型表示自然语言模型

2.如何进行概率计算并应用于拼音输入法中的拼音串转汉字串任务

讲授主要内容:

1.概率图模型概述

介绍图的最基本表示单位。引导提问：如何用图表达一个导航路径选择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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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出概率图、路径和距离的概念。对照多种语言模型，进行比较，铺垫概率

图模型在优化计算量方面的价值。

常见的图模型，不同图模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引出 DBN 和 HMM 的差异问题。

通过简单的贝叶斯网络例子，介绍如何将一个联合概率问题表达成图的形式

并计算。引出面临的问题；描述在 NLP 中，潜在的约束条件是什么，以及对 DBN

网络的简化思路，引出 HMM 的价值所在。

2.在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常用的概率图模型

马尔可夫模型的性质及概率表达形式。利用状态图计算转移概率的方法。隐

马尔科夫模型的概念及概率表达方法。

3.小结

主体教学方式、方法：

课件、板书与自研实训系统相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引导学生组成小组

分工合作，将复杂的实训题目分解为子任务。鼓励学生以实训课题框架为基础，

自主分析正确率受限的原因并尝试优化，实现勇于尝试、敢于创新的教学目标。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统计自然语言处理》（第 2版），宗成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出版，

ISBN 号 978-7-302-31911-5。

2.参考资料

《Python 和 NLTK 自然语言处理》（第 1版），尼天·哈登尼亚（Nitin Hardeniya）

雅各布·帕金斯，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年 4 月出版，ISBN 号 978-7-115-50334-3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实训成绩采用百分制。成绩评定按照：课程实训过程（占 50%），实训总结

报告（占 50%）打分。

具体评定成绩的标准是：

1、实训过程遵守课程安排，态度端正，完成实训任务具有创新意识；

2、实训报告的内容完整、实现思路清晰、理论方法使用正确；实践过程逻辑完

整，没有抄袭现象；

3、实训结果正确，分析结论可靠，同时考察学生上课积极学习态度，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团结友爱进步精神。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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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执笔人：李洋

大纲审核人：王彦平

开课系主任：王彦平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威

制（修）订日期：2022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