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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学术报告的制作与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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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好学术报告

• Your paper is awesome, let it shine!
• 让paper发扬光大, 让别人记住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

• 展示自己
• 自己的工作

• 自己的能力
• 自己的思考/谈吐，甚至个性都能通过报告展现出来

• 很多场景需要做学术报告
• 面试 （学术界，工业界）
• Siggraph fast-forward, CVPR Oral presentation

• Invited talks （比如GAMES上的学术报告）
• 给实验室别的同学/老师展示



学术报告的目的

• 核心：让别人记住自己以及自己的工作

• 让别人能听懂 （+知道自己做的东西很好）
• 自己所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意义在哪？Motivation）
• 自己的方法 （为什么自己的方法能够结果问题？Method）

• 自己的结果（不仅是结果会更好，而且为什么结果比别人更好？）
• 表述以及PPT制作上考虑受众

• 让别人能记住
• 听完报告之后能记住的一句话是什么话？Take-home message?

• Paper的核心idea (E.g. 结合Implicit & explicit representation)

• 报告要传递的思想 （比如我的Job talk 的核心思想是 Generative AI for 3D content with domain 
knowledge from computer graphics）

• 个人的思考是不是足够深刻？自己从报告里面体现出来的谈吐能力？



学术报告的内容取决于听众的背景

• 提前了解清楚是什么样的人来听我们的报告

• 面向于领域内的专家/同行 
• 相对多的技术细节，实验分析，对领域的思考

• 面向于类似领域 （e.g. NLP, ML)
• 相对多的motivation，为什么做我们这个方向，重要性在哪

• 相对少的技术细节，实验分析
• 展现自己的实验结果（效果很好，跟Motivation相呼应）



学术报告的内容取决于报告的时间

• 1～3分钟报告
• 吸引听众的眼球
• 更新颖的问题？更好的结果？（想想teaser放了什么）

• 10分钟左右的报告
• 相对更细节的motivation，方法以及实验结果（有人也会加Limitation/future work)

• 20到30分钟左右的报告
• 完善的motivation，方法介绍，实验结果
• 增加实验分析，对比以及Ablation study来分析方法
• 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 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报告
• 完善的科研思路，一个成体系的工作
• 有一个好的story把这些工作串起来



值得参考的学术报告

• Faculty job talk (40-50 mins):
• Sewon Min (UC Berkel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wzr0w-IwM

• Pang Wei Koh (U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tidNjeVG8s

• Jiajun Wu (Stanfo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Kr2sx84GU

• Faculty candidates at UW: https://www.youtube.com/@uwcse/playlists

• Research talk (overview of research, 10-20 mins): 
• Shangzhe Wu (Cambridg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XAH7zRP10

• Jiajun Wu (Stanfo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 Noah Snavely (Corne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kCa9-Z1Ps

• Research talk (introduce one work in specific, 10 mins)
• Nicholas Sharp (NVI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sAdzyZ7J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wzr0w-Iw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tidNjeVG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Kr2sx84GU
https://www.youtube.com/@uwcse/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XAH7zRP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kCa9-Z1P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sAdzyZ7J0


具体准备学术报告的内容

• 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Motivation）

• 研究的方法（Method）

• 实验结果（Experiments）



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 Top-down: 广义上我们所做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 E.g. 为什么我们要做3D生成/重建? -> Application是什么

• E.g. 为什么要做physical understanding of real world -> Human intellengence
• For broader audience 



具体例子分析

• Jiajun W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We proposed xxx

Human 可以做xxx,
我们也想让AI做到xxxx

Top-down分析big pic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具体例子分析

Generative AI 很好
Human interacts with a 3D world

Top-down分析big picture

我们要做3D Generative AI



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 Top-down: 广义上我们所做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 E.g. 为什么我们要做3D生成/重建? -> Application是什么

• E.g. 为什么要做physical understanding of real world -> Human intellengence
• For broader audience 

• Bottom-up: 深入到具体的研究方向上当前方法的问题在哪？
• E.g. Implicit representation好但是它有问题A; Explicit representation能解决问题A但是它

有问题B, 所以我们xxx
• E.g. Computer graphics好但是有问题A； Learning好但是有问题B，我们把graphics引入AI

会不会既解决了A又解决了B？

• E.g. 3DGS好，但是Geometry不好，所以我们xxx
• For technical audience

•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意义的时候自然得引入到我们具体的方法



具体例子分析

• 2D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HCtB6yiKU 

We proposed xxx

3DGS很好 但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HCtB6yiKU


具体例子分析

• AdaptiveShell

We proposed xxx

Volume rendering 很好，但是。。。
Surface rendering 很好，但是。。。 volume rendering好在哪？坏在哪？

Surface rendering好在哪？坏在哪？



具体例子分析

• Jiajun W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AI 是怎么做的

Bottom-up分析technical

Physical model是怎么做的 所以我想怎么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G4LtAvUnY


探讨Motivation时候的建议

• Motivation需要简洁
• 能不能在三句话内讲明白我们为什么做这个问题？

• 绕太多弯会让听众更难理解，更难follow我们的想法
• 把自己想象成听众

• 抛出问题让听众跟着思考
• 早点点明白我们所解决的问题

• 吸引听众的兴趣

• 然后再分析literature里面有哪些方法以及他们的弊端
• 给听众背景知识

• 我们在跟听众一块探索学术问题



Method 展示

• 核心：让读者能够听懂

• Method图用animation动起来



把Method 图动起来 （面向领域专家版本）

GET3D: A Generative Model of High Quality 3D Textured Shapes Learned from Images 
Gao, Shen, Wang, Chen, Yin, Li, Litany, Gojcic, Fidler

NeurIPS 2022

2D Silhouette

RGB image

Differentiable renderingMapping Networks

Geometry latents

Texture latents

Textured Mesh

Inference

Real/Fake?

Real/Fake?

Discriminators

Training

3D Generator

18



22

Real/Fake?

DiscriminatorDifferentiable rendering

Differentiable
Iso-surfacing

Inference

Gradients

GET3D: A Generative Model of High Quality 3D Textured Shapes Learned from Images 
Gao, Shen, Wang, Chen, Yin, Li, Litany, Gojcic, Fidler

NeurIPS 2022, Spotlight

With inspitation from:
Convolutional Occupancy Networks
Peng et al., ECCV 2020
EG3D: Efficient Geometry-aware 3D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Chan et al., CVPR 2022

Location of each grid point

From a 2D GAN to a 3D GAN

把Method 图动起来 （面向非领域专家版本）



展示Method 时候的建议

• 如果在slides里面内容就需要解释这个内容是什么
• 如果没时间解释，就删掉

• 如果必须得在，就想简洁的办法解释

有公式字母，附带上这些公式字母的含义



展示Method 时候的建议

• 能用图讲清楚的就不要用文字讲
• Visual/Amination >> text

V.S.



学术报告里面的实验展示

• 核心：多进行实验分析，而不是只说结果好

• Qianqian W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比如：方法可以handle occlusion（同时讲明白什么是cross代表occlu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学术报告里面的实验展示

• Qianqian W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 和Baseline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在哪

比如：方法可以handle long-range tracking with occlu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学术报告里面的实验展示

• 核心：多进行实验分析，而不是只说结果好

• 和Baseline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在哪

Ground truth OursBaseline 1
(NeuS)

Baseline 2
(NeRF) Better geometry 

Extracting Triangular 3D Models, Materials, and Lighting From Images 
Munkberg, Hasselgren, Shen, Gao, Chen, Evans, Muller, Fidler

CVPR 2022, Oral

为什么效果更好？能不能联系到之前的motivation？



学术报告里面的实验展示

• 核心：多进行实验分析，而不是只说结果好

• 和Baseline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在哪



学术报告里面的实验展示

• 核心：多进行实验分析，而不是只说结果好

• Quantitative numbers的意义在哪？-> 只show qualitative成了一个趋势？

这张slides没有特别多的信息量
大家expect效果会比baseline好，
花时间讲这个会让大家觉得boring
*最后没有出现在presentation里面

这张slides可以给听众一些信息量
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



实验展示的建议

• 能放视频尽量放视频 （3D/4D/Video相关research）
• 大家expect我们有视频结果

• Highlight我们想highlight的东西
• 更好的geometry/appearance? -> 把图片/视频放大+Zoom-in 

• Relighting -> 放light change结果
• 在某些场景上有更好的结果？->专门show出来这个场景的例子



A baby bunny sitting on top
of a stack of pancakes.

An imperial state crown of England.

33

A male bust with a muscular neck and prominent 
jawline, wearing a crown of oak leaves on his 

head.

More Examples

An ancient Roman farmer in a work pose, 
holding a plow or other tool.



A baby bunny sitting on top
of a stack of pancakes.

An imperial state crown of England.
34

A male bust with a muscular neck and prominent 
jawline, wearing a crown of oak leaves on his 

head.

More Examples

An ancient Roman farmer in a work pose, 
holding a plow or other tool.



怎么样让PPT变得更美观

• Slides之间的transition (e.g. morph)可以有很好的动画的效果



怎么样让PPT变得更美观

• 善用Animation
• Fade比较中性（不会有太大的motion）

• Wipe可以用在箭头上



怎么样让PPT变得更美观

• Video 调成 Loop格式 （可以无限重播）



做学术报告的一些建议

• 感谢你的合作者们
• 把credit给别人并不会造成自己credit减少

• 真诚待人，
• 这是对合作者们的尊重，大家也会更愿意之后多合作

• 最后一页PPT不要用Thank You结尾 （Thank You没有信息量）

v.s.



做学术报告的一些建议

• 写清楚reference
• 尤其是Baseline (Qianqian Wa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oAG3gA024


做学术报告的一些建议

• 用简洁的文字，而非一大段话

删掉不必要的文字，保留最有信息量的文字
（听众看得会累）



做学术报告的一些建议

• 一个40-50分钟的学术报告里面并不是越多工作越好
• 让观众听明白重点以及自己的核心思想是重点

• 其余的工作可以略带过（分清主次）
• 有一个好的story把工作串联起来

• 语速放慢一点
• 讲英文的时候容易变快
• 给自己控制时间（比如讲到某个地方大概会花多久）



做学术报告的软技能

• 给人比较好的精神状态
• 保持微笑 ☺ 

• 运用手势 
• 指向PPT对应的内容

• 一些大家都能看懂的手势 （“我/我们”，“更广的角度看问题”）

• 运用眼睛 -> 眼神交流
• 从左看到右，再从右到左

• 眼睛不要聚焦到任何一个人，但让每个人都感觉你在看他/她们
• 不要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看着听众



如何减缓紧张感

• 充分准备：
• 提前多次排练，熟悉要讲的内容 ->也可以告诉我们哪些地方讲得不通顺
• 讲多了之后有些话甚至是可以脱口而出的（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

• 关注要讲的内容
• 关注于要讲的核心点，其他细枝末节不需要计较 （没讲到也问题不大）

• 自我心理暗示：
• 我已经准备这么好了，不会出错的
• 有紧张感是正常的 （这是人的天性，没有人不紧张）-> 深呼吸，适当的运动
• 犯错了也别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 往前看，不要往后看 

• 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
• 组会的报告，给同学/老师的讲座
• 大家也都是一步一步锻炼来 （花时间打磨）



谢谢

Sida Peng Songyou PengJun Gao Qianqi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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