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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要要要

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评测任务旨在从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两个任务多角度评
价中文预训练语言模型和大型语言模型的常识推理和故事理解能力，这考察了模型的
常识储备能力以及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理解能力，因此极具挑战性。随着大语言模型的
发展，其卓越的指令跟随能力显著提升了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效率和效果。然而，这
也对提示词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提示词的质量直接影响了大模型的表现和
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设计有效的提示词变得尤为重要，不仅需要理解任务的具
体需求，还要具备对语言模型的深入认识和灵活运用能力。本文针对儿童故事常识推
理与寓意理解评测赛道一的两个任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提示工程的提示词构造方法。
首先，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融合提示工程、思维链的通用提示词构建框架；然后，我
们针对具体的任务调整对应的提示词模板；最后，结合语言模型使用这些提示词进行
结果预测。在本次评测中，我们的方法在赛道一的封闭数据条件下获得了第三名的成
绩，这验证了我们方法的有效性，并展示了其在自然语言理解领域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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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襅襶襡襬襵襡襴襩襯襮 襯襮 襃襯襭襭襯襮襳襥襮襳襥 襒襥襡襳襯襮襩襮襧 襡襮襤 襍襯襲襡襬 襕襮襤襥襲襳襴襡襮襤襩襮襧 襩襮 襃襨襩襬襤襲襥襮褧襳 襓襴襯襲襩襥襳
褨襃襒襍襕褩褬 襡襩襭襳 襴襯 襥襶襡襬襵襡襴襥 襴襨襥 襣襯襭襭襯襮襳襥襮襳襥 襲襥襡襳襯襮襩襮襧 襡襮襤 襳襴襯襲襹 襣襯襭襰襲襥襨襥襮襳襩襯襮 襡襢襩襬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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襩襮襧 褨襍襕褩褮 襔襨襩襳 襴襡襳襫 襴襥襳襴襳 襴襨襥 襭襯襤襥襬襳褧 襡襢襩襬襩襴襹 襴襯 襲襥襴襡襩襮 襣襯襭襭襯襮襳襥襮襳襥 襫襮襯襷襬襥襤襧襥 襡襮襤
襴襨襥襩襲 襤襥襥襰 襵襮襤襥襲襳襴襡襮襤襩襮襧 襯襦 襴襥襸襴襵襡襬 襣襯襮襴襥襮襴褬 襭襡襫襩襮襧 襩襴 襥襸襴襲襥襭襥襬襹 襣襨襡襬襬襥襮襧襩襮襧褮 襗襩襴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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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引引言言言

近年来，随着预训练模型的兴起及比例定律 褨襋襡襰襬襡襮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褰褻 襂襡襨襲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褱褩的提
出，语言模型的规模界限不断被刷新。襸襁襉公司推出的襇襲襯襫褭褱模型，以其庞大的参数量，成为
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开源语言模型。尽管这些语言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
人类水平，但它们在处理需要推理能力和深层语义理解的文本任务时，仍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性。

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两大核心研究方向。常识推理聚焦于让模型
具有人类一样的理解和运用广泛的常识性知识的能力，这些常识通常涵盖生物、物理、时间
概念以及社会习俗等诸多维度褨襄襡襶襩襳 襡襮襤 襍襡襲襣襵襳褬 褲褰褱褵褻 襌襩襵 襡襮襤 襓襩襮襧襨褬 褲褰褰褴褻 襔襡襬襭襯襲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褱褸褩。该领域的目标在于使模型能够结合常识性知识，更好地模拟人类进行分析与推理。寓
意理解的核心在于使模型能够敏锐地识别并理解隐藏在文本表层含义之下的深层语义。这意味
着模型需要具备与人类相近的文本理解能力，能够捕捉到文本中的隐喻、讽刺等复杂语言现
象 褨襔襡襮襡襳襥襳襣襵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褱褸褻 襤襥襬 襐襩襬襡襲 襓襡襬襡襳褭襚褓襡襲襡襴襥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褱褷褩。因此，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的
研究不仅对于推动语言模型的理解能力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提升模型在复杂语言环境中的表现
和适应性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前已经有工作通过使用预训练模型来完成这些任务，比如襌襩襵等人 褨襌襩襵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褱褩提出
可以先从语言模型中生成与问题相关的常识知识，然后在回答问题时将这些知识作为额外的输
入。襌襩襮襧等人 褨襌襩襮襧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褳褩受到人类解释中的对比性质的启发，使用语言模型完成解释提
示，这些提示根据证明正确答案所需的关键属性来对比不同的选项。通过将这些解释作为条件
来指导模型的决策。这些研究采用了少样本学习的策略，通过为模型提供少量的常识性知识和
学习样例，使模型能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和回答的格式。然而，在针对当前评测任务的应用
中，这种方法展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而言，由于本次评测任务中的每条数据均包含较长
的故事文本、故事相关的问题以及多个选项，与常规问答任务中的数据相比，文本长度显著增
长。当面临过长文本时，这些方法可能会遇到模型输入长度的限制问题，或者因文本信息过于
复杂而导致信息遗忘，从而影响模型的性能。

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了一种结合提示工程与思维链技术的构建提示词策略，
旨在利用大模型进行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任务。为了充分激发大规模模型的潜在能力，本文建
议采用提示工程的方法构建提示词框架，该框架涵盖任务描述、模型在任务中的角色定位、执
行任务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评价结果的标准。在本研究中，我们采取了一种综合方法，将
少样本学习技术 褨襂襲襯襷襮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褰褻 襗襡襮襧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褰褩与思维链技术相结合。为了应对过长
输入内容可能导致的模型对提示词信息的遗忘问题，我们在少样本学习部分没有选择堆砌案
例襼襼而是为每个任务只提供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向模型展示问题的正确答案，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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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模型对问题的各个选项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此作为提示词中的学习案例。最终，按照提示工
程的要求，设计提示词的格式并利用分隔符进行引导，以促使模型生成规范且精确的答案。这
种方法不仅提高了答案的准确率，保证了答案的格式规范性，也便于后续的处理与分析工作。

本文针对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评测赛道一的两个任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提示工程
的提示词构造方法。鉴于两个任务在模型能力需求上的差异襼襼常识推理任务侧重于模型结合
常识性知识进行逻辑推断，而寓意理解任务则强调模型通过语言表层深入挖掘深层的语义内
涵襼襼我们率先构建了一个融合提示工程与思维链的通用提示词框架。随后，针对两个任务的
具体特点，我们对提示词模板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以确保模型能够运用相应的能力来完成任
务。最后结合语言模型使用这些提示词进行结果预测。在本次评测中，我们的方法在赛道一的
封闭数据条件下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充分验证了本研究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2 相相相关关关工工工作作作

2.1 常常常识识识推推推理理理

常识推理研究侧重于如何更好地运用外部知识来进行推理。之前的工作大多聚焦于如何
更好地使用常识知识构建知识图谱，并使用神经网络结合知识图谱完成推理。襍襯襧襨襩襭襩襦襡襲等
人 褨襍襯襧襨襩襭襩襦襡襲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褰褩提出当时的方法面对没有见过的情况时无法识别多样化的隐含社群
关系，从而无法估计正确的推理路径。因此设计了一种名为襃襏襓襍襏（襃襯襮襤襩襴襩襯襮襡襬 襓襅襑褲襓襅襑褭
襢襡襳襥襤 襍襩襸襴襵襲襥 襭襯襤襥襬）的条件序列到序列混合模型，该模型能够动态地生成多样化的内容，并
用于形成即时的动态知识图谱，以支持常识推理。襓襡襰等人 褨襓襡襰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褱褹褩构建了襁襔襏襍襉襃，
这是一个包含推理知识的知识图谱，其中的信息以襩襦褭襴襨襥襮的形式呈现事件、心理状态和角色之
间的关系。常识推理通常依赖于预先构建的常识知识图谱，旨在通过结构化的方式整合和表示
广泛的常识性信息，从而为推理过程提供必要的知识支持。然而，当面临全新的、之前未曾遇
到过的问题形式或者特定的常识领域时，这类方法往往会展现出其局限性。

2.2 寓寓寓意意意理理理解解解

传统的机器阅读理解任务往往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机器的推理能力上。比如襌襩等人 褨襌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襡褩提出了一种神经褭符号方法，该方法通过在代表文本单元之间逻辑关系的图上传递消息
来预测答案，在处理需要逻辑推理的机器阅读理解任务上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而寓意理解在
此基础上还需要对深层语义的理解能力。襇襵襡襮等人 褨襇襵襡襮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褩通过构造寓意故事数据
集襓襔襏襒襁襌并在传统的模型上进行了广泛的实验以展示此类任务的难度，并提出一种检索增强
的算法，通过从训练集中检索相关概念或事件作为额外的指导来提高模型性能。本文的方法
与襇襵襡襮的方法相似，但我们的任务更注重使用提示工程设计提示词来对模型进行指导。

2.3 上上上下下下文文文学学学习习习

当预训练模型达到相当规模时，其将展现出优秀的上下文学习能力（亦称情境学习） 褨襍襩襮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褩。具体而言，针对一个预先充分训练的庞大模型，当面临迁移至全新任务时，无需
对模型进行繁琐的微调操作。仅需提供数个简明的输入褭输出对示例，该模型便能理解并适应新
任务的具体要求，从而展现出其高度的适应性和学习能力 褨襄襯襮襧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褩。

提示工程是指设计与优化输入给人工智能模型的提示词，以确保模型能够更好地根据提示
词生成预期的内容。比如，襋襯襮襧等人 褨襋襯襮襧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褳褩提出了一种策略性设计的角色模拟提
示方法，通过设计特定的角色扮演提示来引导大型语言模型进行推理。这些提示旨在激发模型
扮演特定角色或实体的能力，从而模拟出更接近真实场景的交互和问题解决过程。基于此，我
们也在提示词中加入了角色扮演的部分，与襋襯襮襧等人做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为完成常识推理
此类任务设计了多个角色，激发模型全面地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任务，比如算术、常识和符号推理等任务上，让模型直接生成最后的
答案效果可能会很差，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思维链来激发模型的推理能力。襗襥襩等人 褨襗襥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襢褩受到之前使用形式语言生成中间步骤以及模型从上下文中可以进行少样本学习等
工作的启发，提出了思维链的方法。通过在提示词中给出推理的中间步骤，来引导模型在之后
的生成过程中生成中间步骤来更好地完成推理任务，在襇襓襍褸襋任务上使用襐襡襌襍 褵褴褰襂结合思
维链的方法实现了当时最先进的性能。在完成选择题时，分析选项褭排除错误选项褭得出正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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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一种产生中间步骤的方法，因此我们在提示中加入了由大语言模型生成的对各个选项的分
析，来鼓励大模型分步解决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型语言模型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学术与工业进展，市场上涌现出了一系
列卓越的大型语言模型产品。以清华大学研发的襇襌襍褭褴、百度公司精心打造的文心大模型褴褮褰，
以及襏襰襥襮襁襉公司推出的襇襐襔褭褴为例，这些模型不仅在文本生成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它们
在机器翻译、命名实体识别和主题抽取等任务中也表现出了优秀的性能。鉴于此，本研究旨在
探究将优秀的大型语言模型与精心设计的提示词相结合，在处理复杂任务时可能取得的效果。

3 任任任务务务描描描述述述

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评测分为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两个子任务，旨在评价模型的
常识推理与故事理解的能力。数据集的规模如下表所示：

数据集 开发集 测试集 总计

常识推理褨襃襒褩 褴褰褰 褱褶褹褲 褲褰褹褲
寓意理解褨襍襕褩 褲褵褲 褱褰褵褶 褱褳褰褸

Table 1: 数据集规模展示

常常常识识识推推推理理理：常识推理子任务的问题和答案由人工标注，问题涉及到的常识类型包含社会常
识、生物常识、时间常识、空间常识以及物理常识。如襆襩襧襵襲襥 褱所示：

Figure 1: 赛道一常识推理数据示例

想要正确地回答图一中的问题，首先需要有一定的生物知识，即宝玉是一种矿物，它并不
在公鸡的食谱上；其次，具备的物理常识让我们知道，宝玉质地坚硬，公鸡不吃宝玉并非是因
为宝玉不好吃，而是其不能吃，因此对于公鸡来说宝玉还不如一粒麦子。这样可以推理出选
项襄是正确答案。

寓寓寓意意意理理理解解解：寓意理解子任务的问题和答案采用自动构建和人工标注结合的方式。题目一般
要求从四个候选选项中选择最符合故事情节的寓意，如襆襩襧襵襲襥 褲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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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赛道一寓意理解数据示例

要想推理出正确答案，首先需要理解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寒鸦因为自己的贪念，在看见
鸽子舒适的生活后伪装自己混入鸽群，在被鸽子识破之后失去了一切，最后甚至不被自己的族
群所接受。然后，结合文章开始进行推理襼襼襂选项虽然涉及到襜改变自己褢这一故事情节，但
与本文的主题无关；襃选项只是重复了情节，浮于文本的表面而没有触及深层的语义；襄选项
与襂选项类似，虽然襜真实的自我褢与故事的文本相关，但并非是故事的寓意。寓言故事往往通
过虚构情节和以动物作为主人公来向阅读者传达哲理或警示，这则寓言故事正是在告诫我们知
足是一种美德，贪婪可能会葬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此，襁选项是正确的选项。

4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设设设计计计方方方法法法

4.1 明明明确确确任任任务务务和和和角角角色色色

在本研究中，我们在提示词的初始部分明确指出了大模型所执行任务的具体名称。随后，
遵循襏襰襥襮襁襉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关于提示词设计的方法，我们进一步指导大模型在任务中应
扮演的角色及其需完成的具体任务。以故事寓意理解任务为例，我们期望大模型不仅能够深入
理解故事内容，还能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最终做出决策。因此，我们将这些要求明确地体现在
对大模型角色的设定上：

在提示词的开篇明确任务以及角色：

褣任务名称褣：儿童寓言故事理解题（选择最佳寓意）
褣扮演角色褣：
故事解读者：精确理解故事的情节及其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
批判性分析者：分析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并批判性地评估各个选项与故事的一致性。
决策者：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做出最符合故事意旨的选择。

4.2 任任任务务务详详详细细细指指指导导导

在明确了任务要求和角色定位之后，本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完成该任务所需遵循的指导原
则。类比于教育领域中，教师在考试前向学生传授解题技巧，本研究也在提示词设计中向大模
型传达了执行任务的关键策略。以故事寓意理解任务为具体案例，研究者作为教育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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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襏襡襫襨襩襬襬等人 褨襏襡襫襨襩襬襬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褱褴褩提出的儿童在阅读理解中所需的能力，我们提炼出了三条
实用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被纳入到提示词中，以指导大模型在执行任务时的策略选择：

在注意事项中为模型提供任务的详细指导：

褣完成任务的注意事项褣：
褱褮 理解故事重点：要精准把握故事所要表达的重点，进而推断其蕴含的深层道理。
褲褮 深入理解而非仅看表面：不能仅仅围绕故事的表面内容进行分析。寓言故事的目的通
常是以简单的故事传递深层的人生或道德理念，因此，需要超越故事的字面意义，挖掘
更深的含义。
褳褮 确保答案选项与故事的关联性：正确的选项必须与故事内容紧密相关，且需要围绕故
事的核心思想进行论述，避免选择那些与故事无关或偏离故事主旨的答案。

4.3 任任任务务务标标标准准准定定定义义义

在机器翻译任务中，襌襩等人 褨襌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襢褩提出可以通过修改提示词来使模型生成的翻
译中包含某些词汇或者风格更符合要求。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将评价标准纳入提示词设计之
中，以期优化模型输出的质量和风格。参考襙襡襮襧等人 褨襙襡襮襧 襡襮襤 襋襬襥襩襮褬 褲褰褲褱褩在可控文本生成
中从主题符合程度、文本质量以及多样性三方面来全面地评价受控文本的质量，我们也提出了
对任务完成程度的评价角度。以故事寓意理解任务为例，我们认为准确性、深度、关联性、适
宜性与一致性是衡量任务完成程度的五个维度，因此我们将其整合进提示词，旨在引导大模型
生成更符合预期的翻译结果：

在提示词中明确任务完成的标准：

褣完成任务的标准褣：
褱褮 准确性：所选答案必须精确反映故事的核心寓意或教训。
褲褮 深度：答案需要体现对故事深层次意义的理解。
褳褮 关联性：选择的答案必须与故事情节和主题直接相关，且能恰当地体现故事的教育意
义。
褴褮 适宜性：确保所选寓意适合儿童的认知水平，并能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意义。
褵褮 一致性：在类似的测试场景中，所选答案应保持一致的评判标准和解释逻辑。

4.4 融融融入入入思思思维维维链链链与与与少少少样样样本本本策策策略略略

对于多步骤的推理问题，可以通过思维链技术让大模型将较为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可以一
步步解决的子问题，然后再依次求解来提高模型的推理效果。襏襰襥襮襁襉的研究人员发现大模
型的推理能力能够通过思维链获得较大的提升，在与运动有关的常识推理上，运用了思维链
的襐襡襌襍 褨襃襨襯襷襤襨襥襲襹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褳褩表现甚至超过了运动爱好者。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提示词设计融合了少样本学习和思维链策略：首先，我们
从基线模型在训练集中表现不佳的题目中精选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们认为，挑选此类
题目将激励模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次，受到思维链理论的启发，我们认为在多项选择题中
对每个选项进行详尽解释是一种有效的问题分解策略。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决定利用襇襌襍褭褴模
型，结合问题和答案，对这道题的四个选项进行详尽分析，并将其整合为提示词的一部分，旨
在提升模型的推理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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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示词中融入思维链和少样本学习的策略：

褣示例褣：
褣褣寓言故事褣褣：
（寒鸦与鸽子）寒鸦看见一群不愁吃喝的鸽子舒适地住在鸽舍里，便将自己的羽毛全都
涂成白色，跑到鸽舍里，与他们一起过活。寒鸦一直不敢出声，鸽子便以为他也是只鸽
子，允许他在襼起生活，可是，有一次，他不留心，发出了一声叫声，鸽子们立刻辨认
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将他啄赶出来。寒鸦在鸽子那里再也吃不到食了，只好又回到他的
同类那里。然而他的毛色与以前不同了，寒鸦们不认识他，不让他与他们一起生活。这
样，这只寒鸦因想贪得两份，最后却一份都没得到。
褣褣问题褣褣：
下列哪个选项最符合故事说明的寓意？
襁．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
襂．贪婪只会让人得到短暂的快乐，却失去长久的幸福。
襃．虚伪和伪装最终会被识破，因而失去信任和尊重。
襄．真诚和坦率的态度才是与他人建立真正联系的关键。
褣褣答案褣褣：选襂
褣褣分析褣褣：选项襂是最符合这个寓言故事的寓意，因为它直接指出了贪婪行为所带来
的后果。故事中的寒鸦因为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伪装自己，最终不仅失去了新的生活环
境，也被自己原本的同类排斥。这显示了寒鸦的贪婪导致了短暂的满足后的长期不幸，
体现了贪婪可能带来的瞬间快乐和长远的失落。因此，选项襂襜贪婪只会让人得到短暂的
快乐，却失去长久的幸福褢最准确地反映了故事的主旨。其他选项虽然也可以从某种程度
上解释故事中的某些方面，但没有选项襂那样直接和全面地反映了故事的核心教训。选
项襁侧重于原则和尊严，选项襃关注于伪装和识破，选项襄强调真诚和坦率，而襂选项则
是直接指向了故事的主题襼襼贪婪的后果，这是故事最核心的寓意。因此，襂选项是对这
个故事寓意最恰当的表达。

4.5 运运运用用用分分分割割割符符符

在本研究中，提示工程的设计原则贯穿于我们提示词的构建过程。襏襰襥襮襁襉在其发布的提示
词设计指南中建议，应恰当地使用分隔符来区分输入的不同部分，比如使用三重引号（褢褢褢标
题褢褢褢）来明确标识。此外，为了便于后续处理中答案的提取，我们遵循提示工程的原则设计了
格式，引导模型首先输出答案，随后提供相应的分析：

在提示词中善用分隔符引导模型：

褣褣寓言故事褣褣：题目：寒鸦与鸽子
故事：寒鸦看见一群不愁吃喝的鸽子舒适地住在鸽舍里褮褮褮褮褮褮
褣褣问题褣褣：
问题：下列哪个选项最符合故事说明的寓意褿
选项：
襁．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
襂．贪婪只会让人得到短暂的快乐，却失去长久的幸福。
襃．虚伪和伪装最终会被识破，因而失去信任和尊重。
襄．真诚和坦率的态度才是与他人建立真正联系的关键。
褣褣答案褣褣：
褣褣分析褣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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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实实验验验

5.1 提提提示示示词词词设设设计计计与与与模模模型型型选选选择择择

我们按照在第褴章提供的方法，针对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这两个任务，精心构建了相应的
提示词。由于我们在提示词设计中融入了思维链技术，因此对模型的规模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根据襗襥襩等人 褨襗襥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襢褩的发现，思维链提示是一种取决于模型尺度的涌现能力 褨襗襥襩
襥襴 襡襬褮褬 褲褰褲褲襡褩。对于大多数参数量小于褱褰襂的小型模型，思维链提示会导致模型性能的损害。
只有在与参数量较大的模型一起使用时才会产生性能提升。我们在一些模型上进行了评测，包
括襅襒襎襉襅褭襳襰襥襥襤褭褱褲褸襫、襤襥襥襰襳襥襥襫褭襣襨襡襴、襙襩褭褳褴襂褭襣襨襡襴、襧襬襭褴褭襡襩襲以及襇襐襔褭褴。我们的实验结果如
下表所示：

队伍 常识推理 寓意理解 总计

襂襡襳襥襬襩襮襥 褰褮褶褸褸 褰褮褵褶褱 褰褮褶褱褲
襔襥襡襭褭褱 褰褮褸褶褵 0.744 0.793
襔襥襡襭褭褲 褰褮褸褳褴 褰褮褷褳褴 褰褮褷褷褴

襒襅襎襉襅褭襳襰襥襥襤褭褱褲褸襫 褰褮褶褵褷 褰褮褵褶褲 褰褮褶褰褰
襤襥襥襰襳襥襥襫褭襣襨襡襴 褰褮褸褲褶 褰褮褶褴褵 褰褮褷褱褷
襙襩褭褳褴襂褭襣襨襡襴 褰褮褷褲褷 褰褮褶褰褲 褰褮褶褵褲
襧襬襭褴褭襡襩襲 褰褮褷褶褸 褰褮褴褱褲 褰褮褵褵褴

襏襵襲 襍襥襴襨襯襤（襇襐襔褴） 0.869 褰褮褷褰褸 褰褮褷褷褳

Table 2: 封封封闭闭闭数数数据据据的的的赛赛赛道道道一一一评评评测测测提提提交交交结结结果果果对对对比比比

根据襔襡襢襬襥 褲所展示的数据，襇襐襔褭褴模型结合本研究采用的方法在赛道一的两个子任务中均展现
出了优秀的性能。特别是在常识推理任务上，我们的方法在赛道一上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这
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方法的有效性。

5.2 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分分分析析析

为了深入探究在本研究所提出的提示词中哪些组成部分对任务性能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
进一步开展了消融实验。该实验旨在系统地评估和比较各个组成部分对模型性能的具体贡献。
消融实验涵盖了以下关键要素：任务与角色（襔襒）、详尽的指导（襄襇）、任务的标准（襃襔）
以及学习样本（襓襌）。以下是消融实验的结果：

提示词 常识推理 寓意理解 总计

襏襵襲 襐襲襯襭襰襴 0.869 褰褮褷褰褸 褰褮褷褷褳
褭襔襒 褰褮褸褶褱 0.721 0.777
褭襄襇 褰褮褸褵褶 褰褮褷褰褵 褰褮褷褶褶
褭襃襔 褰褮褸褶褵 褰褮褷褱褵 褰褮褷褷褵
褭襓襌 褰褮褸褳褲 褰褮褶褸褸 褰褮褷褴褵

Table 3: 消消消融融融实实实验验验结结结果果果对对对比比比

由襔襡襢襬襥 褳的实验结果，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

褨褱褩 针对常识推理任务，本研究设计的提示词在实验中取得了显著的高分，这一结果表明，所
设计的提示词能够有效地促进模型对常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示词的设计在提升模型对
常识推理任务的处理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褨褲褩 在寓意理解任务上，本研究设计的提示词得分略低于襜褭襔襒褢以及襜褭襃襔褢。经分析，这一现象
可能源于提示词中角色和评价标准的定义过于复杂，导致模型未能充分集中注意力于深层
语义的理解，从而影响了其性能表现；

褨褳褩 在常识推理和寓意理解两个子任务中，襜褭襓襌褢的得分普遍较低，这一结果突显了在提示词中
融入任务样例的必要性。这表明，任务样例的加入对于提升模型在相关任务上的表现具有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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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总总结结结

本文针对儿童故事常识推理与寓意理解评测赛道一的两个任务，提出了一种基于提示工程
的提示词构造方法。我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融合提示工程和思维链的通用提示词构建框架，然后
针对具体任务对提示词模板进行了调整，最后结合语言模型使用这些提示词进行结果预测。在
本次评测中，我们的方法在赛道一的封闭数据条件下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该方法的有
效性。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展示了提示工程在提升大语言模型性能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处
理复杂自然语言理解任务时。此外，我们的方法不仅强调了提示词设计的关键性，还展示了在
实际应用中对任务需求和模型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的必要性。然而，我们也意识到当前
提示词设计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需要人工设计模板且步骤较为繁琐的情况下。展望未
来，我们计划继续改进提示词构建方法，以期实现更高效的自动化设计流程。同时，我们也期
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更广泛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以探索其更深远的应用潜力。我们相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提示工程将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带来更多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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