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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S 会 越 来 越“ 聪 明 ”
对话人工智能训练师

为模型不断“喂”数据

每次出门时，付聪总会在耳朵上戴一个大“耳环”。
这个“耳环”其实是一个测试版的助听器。“耳环”

里的声音各式各样，有呼呼的噪声，有尖锐刺耳的吵闹
声……这些经过助听器放大后产生的噪声，是很多佩戴
助听器的听障人士长期面临的困扰。

付聪和他的团队正在尝试利用算法设计、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训练”数据模型，让助听器更加“智慧”地降低噪
声，让听障人群听得清、听得懂、听得舒服。

付聪解释说，助听器数据模型很小，因此需要针对
不同场景进行优化，很多场景充满挑战，“比如一个听障
人士在餐厅吃饭，周围有很多人说话，他想跟对面的人
聊天，四周声音特别嘈杂，作为一个正常人都可能听不
清楚，更何况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我们希望利用模
型，把需要的声音提取出来，降低噪声，帮助更多听障
人群”。

理想很丰满，但是实际的模型算法研发过程却像是
一场反复进行的“战役”。

模型的研发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步：数据采集、数
据“清洗”、模型训练、场景测试、调整算法，经过几次
迭代之后再测试、调整，“如果测试结果不理想，需要把
这个过程再走一遍，直到得到最优效果”。付聪说。

数据采集要有针对性。为了让模型更“聪明”，需要
针对不同场景采集各种特殊数据。付聪和团队成员不仅
需要到早晚高峰的地铁、热闹喧天的餐厅、人来人往的马
路等场景，采集数百个小时的声音数据，还要戴上助听器
体验这些声音的差别，“比如风声，正常人听到是呼呼声，
但戴上助听器以后，是很吵的噗噗声，像是去KTV唱歌，声
音使劲砸到麦克风上”。道路骑行、海边风浪……为了采集
各种风噪数据，付聪录制了多种场景的风声。

数据“清洗”是将不需要的数据“洗掉”。付聪举了
一个例子——风声，真实场景下会夹杂汽车鸣笛、人交
谈等声音。在整理时要把这些数据剔除出来，保留一个
比较纯粹的风声，这样模型才会“认识”风。

模型训练是将“清洗”好的数据“喂”给模型。除
了采集的特殊数据，付聪和他的同事们还会加入诸如世
界各国的语言和一些非语音声音等数据，“基本涵盖了人

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噪声和语音”。
和人类不同，人工智能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不会疲惫、

烦躁、发脾气，它们的“智慧”取决于模型参数、训练策略、
数据量等。“它们就像一个‘孩子’，会越来越‘聪明’，识别
到越来越多的声音，我特别有成就感。”付聪说。

考验耐心、细致和忍受力

模型训练完成后，并不意味立刻能应用到听障人群
的助听器上，还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迭代、调整过程。

比如，为了让听障人群适配到合适的助听器，传
统方式是患者反复到线下的验配店去试戴，过程繁
杂。付聪解释说，一般情况下，根据发病原因不同可
以将听力下降分为三类：感音神经性、传导性、混合
性耳聋；根据听力下降的程度不同，分为轻度、中
度、重度及极重度耳聋。针对不同的类型，助听器的
适配方式有所不同。

有没有可能把适配过程搬到“线上”，利用人工智能
算法和深度学习能力，让听障人群在线上就能做准确的
听力验配？带着这个疑问，付聪开始研发适配算法。他
将这个过程比喻为做应用题，需要查询国内外文献、检
索现有方案，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利用现有知识开展
合理想象、设计实验、寻找答案。

这个过程考验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耐心、细致。在测试
助听器音质时，不同的佩戴方式，对应不同的测试结果。付
聪和同事需要以“N×N”排列组合设计不同的佩戴方式，
并且不断重复试验，来研究其对音质产生的影响。

这个过程十分考验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忍受力。“一个
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基本素养，就是强迫自己听很多次刺
耳的声音。”付聪表示，这是因为训练师需要定量衡量听
障患者能正常听到的声音极限点，而这些声音的分贝数
是正常人耳难以忍受的，“很多时候恨不得把耳机摔掉。
经过一天测试，整个脑袋都感觉疼”。

经过不断迭代、调整，内置了算法的助听器终于完
成了。最让付聪难忘的是他们第一次到广东韶关捐赠产
品，他们把助听器挨个交到听障老人手上，开机、戴设
备、调整增益……“虽然我对模型很有信心，但当时还
是感觉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在此之前，老人们是无法
正常交流的。”付聪说。

他小心地询问一个老人：“您能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可以了。”老人缓慢而又坚定地从口中说出3个字。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

付聪说。

用技术解决人类需求

人工智能训练师是一个需要忍受孤独的职业，因为
他们大量的时间是在设计方案、写代码、采集数据、训
练模型中度过的。

“我战胜孤独的秘密是兴趣。”付聪的专业是通信，
其中很多课程和信号处理相关，他平时比较喜欢音乐，
因此就将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工作结合起来，聚焦音频
领域，大学毕业后参与了很多有关音频信号处理的工
作，经历了音频算法从传统算法到人工智能算法，再到
大规模深度学习的各个阶段。

在付聪看来，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目
的是将人类从很多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用规模化的方
式去替代目前成本较高的个体劳动。对整个社会而言，

这是一种生产力的进步，有着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
价值。

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什么样？付聪认为需要经过3
个阶段：一是感知智能，核心在于模拟人的视觉、听觉
和触觉等感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二是
认知智能，具有人类思维理解、知识共享、行动协同或
博弈等特征，“能够真正理解人在说什么，根据一些提
示，提供相对完整的回答”；三是行为智能，也就是像自
动驾驶一样，真正可以在物理世界发挥作用。

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对人工智能模型不断进行训
练。付聪表示，首先需要针对问题准备足够多的数据，

“多到尽量涵盖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遇到的所有情形”；其
次需要设计很好的算法，并根
据用户反馈不断优化。

“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日新月
异，要求人工智能训练师有广阔的
视野、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
感，用业界最新想法、理念和正确
的伦理观来帮助人类解决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问题。”付聪说。

人工智能训练师：

让机器更“懂”人类
彭训文 张嘉幸

打开电脑，将采集的风声、雨声、
溪流声等声音数据输入，“清洗”掉夹
杂其间的噪音，对助听器数据模型进
行“训练”，测试模型在真实场景的灵
敏度……伴随着手指敲击键盘的“啪
嗒啪嗒”声，腾讯天籁实验室人工智
能训练师付聪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
发展，这个被称为人工智能训练师的
职业逐渐壮大。作为“数字职业”之
一，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出现，加速了
人工智能由技术研发走向行业应用的
过程，将产生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

问：MOSS是什么，主要有什么作用？
答：MOSS 是一个对话式语言模

型，它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各种直接
或间接的帮助。它可以进行生活常识问
答，帮助查询天气、规划行程等；可以辅
助高效办公，例如自动处理表格，生成
大纲、草稿、翻译等，还掌握金融、医疗、
教育等领域专业知识。许多行业正在引
入以 MOSS为代表的对话式语言模型，
比如汽车语音助手、客服等，这些都将
产生降本增效的效果。

问：您对 MOSS 的具体训练过程
是怎样的？

答：大模型中参数的本质是海量
的矩阵，这些矩阵对输入的文本进行
简单、繁重、重复的数字运算，最终
得到需要生成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
对网络上的语料进行收集、“清洗”，

并让大模型从这些语料中学习知识。
具体而言，学习过程就是不断“阅
读”文本，并调整大模型内部参数，
使其对语言的理解不断加深，最终获
得某种“智能”，这个过程称为训练。

在搭建 MOSS 的过程中，我们通
过三阶段“阅读”赋予 MOSS 强大的
能力。一是基础知识获取阶段。MOSS
通过广泛“阅读”网络上几乎所有的
文本，由于巨大的参数量，其足以涵
盖海量知识。二是对话能力获取阶
段。MOSS通过“阅读”对话数据，学
习利用第一阶段获取的知识，以对话
的方式回答人类的问题。三是对齐阶
段。由于有些回复可能会有误导性，
MOSS会根据人类的反馈来抑制生成不
符合人类法律和道德伦理的内容，使
回答更客观、更理性。

问：MOSS 和 ChatGPT 相比有哪
些差异？

答：ChatGPT 的训练数据涵盖十
分广泛，用户体验良好。MOSS作为学
术界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打造开源
对话式的语言模型，向学术界分享更
前瞻的理论和工程经验。

问：MOSS是来源于电影《流浪地
球2》吗？它的未来目标是什么？

答：MOSS 的名字与 《流浪地球
2》 这部电影有关，电影中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 MOSS 展现出极强的智能和理
性，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我们从对
话式语言模型发展中看到了人工智能
的巨大潜力，因此起名MOSS，这个名
字寄托这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发
展的期待。

未来的MOSS会越来越“聪明”。我们
将充分利用火山引擎等平台提供的云端
算力和资源，与更多同行开展模型迭代和
技术交流，不断探索对话式大模型和大型
语言模型的技术前沿，让人工智能技术更
好地造福人类社会。

（彭训文、张嘉幸采访整理）

对话人物：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MOSS项目
人工智能训练师 贺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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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各地迎来研学热潮，
各种类型研学旅行琳琅满目。

近年来，作为一种新的校外非学科
教育形式，研学市场持续升温，主题更为
丰富、范围更加广阔，受到家长的认可和
追捧。中办、国办去年印发的《“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研学
实践活动，为火热的市场再添一把柴。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学旅行人数突破
6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研学旅行为啥火，关键是满足了当
今家长更注重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
展的需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当前
我国学校和家庭教育理念、路径方式演
化和发展的折射。古人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而研学旅行被称为“行走的
课堂”，它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
让孩子走出教室，探索自然、接触社会，
通过实践体验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
长知识。

伴随研学旅行市场的扩大，也出现
了一些良莠不齐、价格虚高、货不对板

的情形。其中，“游而不学”问题较为突
出。不少家长反映，孩子玩是玩了，学没
学不好说。网络上曝光的名校访学变校
内观光、文化体验成景点打卡等案例不
在少数。与传统旅游项目不同，研学旅
行的形式是“游”，本质仍为“学”。如果
脱离“学”的底色，变成简单的“到此一
游”，研学旅行就随之变味。

让孩子在“行走的课堂”学到知识，
需要持续规范研学旅行。政府有关部门
和行业组织要加紧制定相关标准体系，
包括准入标准、资质标准、产品标准、运
行标准、内容标准等，并依据标准进行
严格监管。各经营主体在设计研学项目
时，应投入更多精力和成本开展前期调
研、试游，精心挑选线路，用心设置课
程，紧紧围绕教育目的，而非一味追随
旅游逻辑。行业、企业、院校要协同联
动，培养一批高水平研学旅行指导师队
伍，打牢人才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体制机制、经
济成本、安全保障等因素，学校目前参与

研学旅行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研学
旅行本身是学校教育的延伸，特别是在
课程内容开发、研学地点选取等方面，学
校与市场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推动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衔接、融通和互
补上，学校应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我国研学旅行市场仍处于
成长期。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解决

“游而不学”问题在内，如何规范实施
过程，怎样评价开展成效，都是全新课题。
毕竟这是一种在教育与旅游、学校与社
会、课堂与实践、公益与市场等多重主体
和要素叠加的教育形式。在研学旅行热的
背后，我们需要多一些冷思考。只有让研
学旅行更加规范、更为可持续，才能让这
一新兴的教育形式真正发挥出独特的教
育价值，让更多孩子在旅行中行有所思、
游有所获、学有所得。

让孩子在“行走的课堂”学有所得
史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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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来自西华师范大学的蔡东洲教授，对此颇有研

究。他向总书记介绍，千百年时光，从“官民相禁
剪伐”禁令、“交树交印”制度到如今的“官员离任
交接”“林长制”“树长制”……代代种、时时护、
人人护，“这是前人留下的财富，我们要像保护大熊
猫一样保护古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翠云廊不是一天植成
的，靠的是时间的力量，靠的是人民的力量。

“翠云廊确实是叹为观止啊！”“有点没看够的感
觉。”总书记十分感慨，“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
示，挖掘出很多意义，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这样的情景，如此熟悉，又意味深长。
犹记得 2016 年 5 月，小兴安岭深处，黑龙江伊

春市的林场里，仰望一棵擎天红松，总书记感叹
“这就是时间感呐！”

犹记得 2021 年 4 月，在湘江之畔的广西毛竹山

村，驻足于一棵 800 多年的酸枣树前，看了又看：
“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的树，都有敬畏之心。”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这其中蕴藏
着“何以中国”的深厚智慧。

古道蜿蜒，劈山开路、伸向远方。古柏参天，
扎根大地、枝繁叶茂。

往事越千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
嗟叹，早已成为历史。

今天，中国西部的版图上，绿水青山间，道路
纵横。古蜀道之畔，西成高铁、京昆高速等“超级
蜀道”重塑时空，42条进出川大通道，通达四方。

新时代的道路传奇，还在延续。
沿着这条路眺望，中国式现代化大道如砥，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景无限荣光：“我们的文化在这
里啊！是非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
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

（上接第三版）
《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全面提高训练水平

和打赢能力》是习近平同志2020年11月25日在中央
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讲话的要点。指出，军事训练
是部队经常性中心工作，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
本途径，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要坚持聚焦备
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
法治训，发扬优良传统，强化改革创新，加快构建
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
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支撑。

《推动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节自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 的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到 2027年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 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
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
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
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
快构建，建立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国防动
员更加高效，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人民军队坚
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
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是习近平同志

2021年11月26日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讲话的
要点。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
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军战略，必须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人才
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
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面向世界军事前
沿、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必须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必须深化军事人力
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必须贯彻人才强国战略。

《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
化水平》是习近平同志2022年3月7日在出席十三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
议时讲话的要点。指出，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
军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必
然要求。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战斗力标
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坚持按照法
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坚持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官兵主体地位，
坚持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新局面》是习近平同志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指
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
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战略要求。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
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
才强军、依法治军，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
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
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
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