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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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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 论文投稿管理
• 为什么需要论文投稿管理？
• 如何进行论文投稿管理？

• 论文故事梳理
•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 如何梳理好文章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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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论文投稿管理？



你有没有担心过…

• 离截止日期只剩一周了，我主要的实验有问题还要重新跑，文章也只有个题目？？

• 离截止日期只剩一天了，我的引言和方法怎么还是空的 ？？

• 离截止日期只剩一个小时了，我文章怎么还超了2页？？

• 离截止日期只剩一分钟了，怎么提交的系统宕机了？？

• 离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一小时了，哎？？完犊子了，我忘记把合作者的意见删了



为什么需要论文投稿管理

• 现实考虑：能帮助你赶上截止日期！

• 身心健康：能大大降低你的投稿的心理和生理压力，送你一个愉快的投稿经历

• 提升质量：可以大大提升论文质量，提升中稿概率

“My first drafts are so-so, but I think I re-write pretty well. Good writing is re-writing. 
This means you need to start writing the paper early!“

-- Prof. Bill Freeman in How to write a good CVPR submission



如何高效进行论文投稿管理？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

核心方法：从粗到细，先列每小节的标题，再每个小节里面列要点，不断迭代完整

要点，最后整合成这一小节的内容

• 为每个部分预留多次迭代

好处：

• 列要点本身很容易开始，防止拖延

• 更容易去确认上下文的逻辑

• 更轻松的和合作者一起迭代

• 由要点再转化成成段的文字非常容易



怎么操作？



案例学习：ConvONet

Peng et al.: Convolutional Occupancy Networks. ECCV 2020

第一篇神经隐式场应用到大场景三维重建的工作，还提出了tri-plane表征

https://arxiv.org/abs/2003.04618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一步：列每小节的标题

Introduction
引言一般没有小节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一步：列每小节的标题

• Voxels
• Point Clouds
• Meshes
• Implicit Representations

Related Work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一步：列每小节的标题

• Encoder

• Plane Encoder

• Volume Encoder

• Decoder

• Occupancy Prediction

• Training and Inference

Method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一步：列每小节的标题

• Datasets & Baselines & Metrics

• Object-Level Reconstruction

• Reconstruct from Point Clouds

• Voxel Super-Resolution

• Scene-Level Reconstruction

• Ablation Study

• GPU Memory

• Feature Interpolation

• Reconstruction on Real-World Data

• ScanNet

• Matterport3D

Experiments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二步：在每个小节里面列要点

• Voxels
• Point Clouds
• Meshes
• Implicit Representations

以Related Work里的Implicit Representations小节为例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二步：在每个小节里面列要点

• 近期工作，开始用网络预测占有场 (Occupancy) 或者符号距离场 (SDF)

• 另外一些工作开始用局部特征，但是只在二维的图像域上面应用

• 我们的方法把三维和二维的卷积网络用上

• 我们方法可以大场景重建

• 有两个同期的工作，一个只有三维卷积，一个只考虑图形先验

以Related Work里的Implicit Representations小节为例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三步：不断扩充要点，填充内容

以Related Work里的Implicit Representations小节为例

• 近期的隐式表征工作，开始考虑用网络预测占有场(Occupancy) 或者符号距离场 (SDF)
• 显示表征需要离散化，这会让结果分辨率低以及用更多内存
• 他们的连续性可以模型相对复杂的拓扑结构，但是因为使用全局特征，过于平滑了

• 另外一些工作开始用局部特征，但是只在二维的图像域上面应用
• PIFu and DISN 用了像素对准的局部特征来做单个物体的重建

• 我们的方法把三维和二维的卷积网络用上
• 和前面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提出了在三维空间汇总局部特征，同时探索了二、三维
• 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中心的表征不受相机位姿和输入的影响

• 我们方法可以大场景重建，就像在teaser figure里面展示的那样

• 最后，我们发现有两个同期的工作，一个只考虑三维卷积，一个只考虑图形先验
• 一篇工作和我们的区别是他只考虑三维卷积做物体重建，而我们提出了三种方式
• 另一篇考虑图形先验，但是他们需要点云的法线作为输入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四步：不断夯实要点，最后汇总要点，转化成这小节的文字

以Related Work里的Implicit Representations小节为例

• 近期的隐式表征工作，开始考虑用网络预测占有场(Occupancy) 或者符号距离场 (SDF)
• 显示表征需要离散化，这会让结果分辨率低以及用更多内存
• 他们的连续性可以模型相对复杂的拓扑结构，但是因为使用全局特征，过于平滑了

• 另外一些工作开始用局部特征，但是只在二维的图像域上面应用
• PIFu and DISN 用了像素对准的局部特征来做单个物体的重建

• 我们的方法把三维和二维的卷积网络用上
• 和前面的方法不一样，我们提出了在三维空间汇总局部特征，同时探索了二、三维
• 这样，我们这个世界中心的表征不受相机位姿和输入的影响

• 我们方法可以大场景重建，就像在teaser figure里面展示的那样

• 最后，我们发现有两个同期的工作，一个只考虑三维卷积，一个只考虑图形先验
• 一篇工作和我们的区别是他只考虑三维卷积做物体重建，而我们提出了三种方式
• 另一篇考虑图形先验，但是他们需要点云的法线作为输入



以分层方式迭代论文：ConvONet

第四步：不断夯实要点，最后汇总要点，转化成这小节的文字

以Related Work里的Implicit Representations小节为例

近年来，更为先进的隐式占用和距离场模型使用神经网络，根据任意输入的三维点来推断占用概率或距离值。与之前提到
的需要离散化（例如，按体素、点或顶点的数量）的显式表示不同，隐式模型能够连续地表示形状，并自然地处理复杂的
拓扑结构。隐式模型已被用于从图像中学习隐式表示、编码纹理信息、进行四维重建以及基于基本体元的重建。然而，所
有这些方法都局限于相对简单的单个物体的三维几何形状，无法扩展到更复杂或大规模的场景。主要的限制因素在于其简
单的全连接网络架构，无法整合局部特征或引入如平移等变性等归纳偏置。

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PIFu 和 DISN，它们使用像素对齐的隐式表示来重建穿着衣服的人体或 ShapeNet 对象。虽然这些方
法也利用了卷积操作，但所有的操作都在二维图像域中进行，这限制了这些模型只能接受基于图像的输入并重建单个物体。
相反，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提出了在物理三维空间中聚合特征，利用二维和三维卷积。因此，我们的以世界为中心的表
示与相机视角和输入表示无关。此外，我们展示了如图 1c 所示的场景级隐式三维重建的可行性。

在同期的工作中，Chibane 等人提出了一个与我们的卷积体积解码器类似的模型。与我们相比，他们只考虑了单一变体的
卷积特征嵌入（三维），对三维点云编码使用了有损离散化，并且仅在单个物体和人体上展示了结果，而非完整的场景。
在另一项同期工作中，Jiang 等人利用形状先验进行场景级隐式三维重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使用了三维点法线作为
输入，并且在推理时需要进行优化。



如何高效进行论文投稿管理？

对文章整体迭代



论文迭代流程

论文标题

论文框架

引言框架 相关工作框架 方法框架 实验框架

需要多次修改

确定各章节和小节的标题

• 列每个小节的标题和要点
• 展示你将如何引导读者理

解你的方法
• 为流程图预留位置

• 列出相关的主题
• 每个主题下列出要讨论

的论文
• 要点简述打算如何评价

• 说明实验设置的要点。
• 列出小节标题和需要支持

的论点。
• 为图表和表格预留位置
• 列出计划进行的分析内容

(无需实际结果，迭代)

• 列出每段想表达的要点
• 不断填充和完善要点
• 合作者尽早开始讨论迭代
• 梳理故事思路在后面讲！



论文迭代流程

论文标题

论文框架

引言框架 相关工作框架 方法框架 实验框架

完善引言 完善相关工作 完善方法 完善实验

• 要点详尽后写完整句子
• 形成初稿，需要多次迭代
• 画teaser figure

• 方法一般长且复杂
• 可以分块展开写
• 画流程图和展示图

• 填入实际的句子, 数据和结果
• 强调获取什么新的认知

• 将框架中的内容填充完整。



论文迭代流程

论文标题

论文框架

引言框架 相关工作框架 方法框架 实验框架

完善引言 完善相关工作 完善方法 完善实验

结论和摘要



论文投稿管理==项目管理



学会“领导”你的合作者/导师

• 可以请资深的合作者帮忙写引言和相关工作等章节，画流程图和teaser figure

• 提前请合作者帮忙一起跑实验 (跑基线方法，跑消融实验，等等）

• 有策略的寻求帮助：比如问能不能帮忙给某一段或者列的要点提提建议



给自己设置小的截止日期

1. 投稿一个月前：3-4页左右初稿，需要包含引言和方法列好的要点，一定要有计

划好的每一个实验。和合作者/导师讨论一遍这里面的点

2. 投稿前两周：7-8页左右的比较完整的稿，流程图，teaser figure，实验的图表

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版本了，可能还欠缺一些实验

3. 投稿前一周：有一个8-10页的稿，绝大部分实验已经完成，合作者最好已经看

过以及修改了一遍文字和图，之后主要精力就专注打磨文章和图表

4. 投稿前2-3天：非常完整的终稿，不再跑任何实验，专注文章润色，对于细节修

改。导师过最后一遍，投稿，开香槟

我读博期间的CVPR投稿时间线（理想情况）, aka 一个让你不用熬夜的方法



一些额外的建议

• 借鉴：精读这个领域之前的几篇你觉得最好的文章，分析他们写作逻辑，分析优

劣，模仿

• 简单文字：避免用大词，如果能用最简单的词就能说清楚的，就够了

• 视觉吸引力：多花时间在提升文章里面图的质量 （下周课程）

• 井井有条：把所有和这个项目相关的材料都组织好



免责声明

• 这是我的投稿管理方式，但是即便如此我自己每篇文章的情

况都不一样，也不是都能遵守

• 希望你们可以自由探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 可以努力沿着这个指导方针做，文章相信会更好



课程内容

• 论文投稿管理
• 为什么需要论文投稿管理？
• 如何进行论文投稿管理？

• 论文故事梳理
•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 如何梳理好文章故事？



课程内容

• 论文投稿管理
• 为什么需要论文投稿管理？
• 如何进行论文投稿管理？

• 论文故事梳理
•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 如何梳理好文章故事？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再好的想法，如果没找准卖的点也可能会被拒



为什么需要梳理论文故事？

再好的想法，如果没找准卖的点也可能会被拒

• CVPR 2020 投稿
• 卖点：一个可微分的匹配层，由粗到细来优化，以及用相机位姿做监督
• 结果：3个borderline，最后被拒

• 评审人喷这个可微分的匹配层在别的领域已经有人做了，由粗到细来优化也没创新！

• ECCV 2020 投稿
• 卖点：单纯就卖相机位姿做监督这个最核心的点，之前也没有人做过

• 结果：接收为 Oral Presentation



如何梳理好文章故事？



前置：把读者当做第一次来你家的客人

• 预见他们可能的需求
• 房子会不会太冷了？
• 他们是想喝热水吗？

• 吃饭他们喜欢吃辣吗？
• 吃完饭他们是想打麻将还是唱歌？

• 设想他们完全不了解你
• 他们很容易忘记你说的事情

• 他们不是很耐心
• 他们可能和你有代沟，不理解你说的

本页受启发于: How to write a good CVPR submission, Bill Freeman

Generated by ChatGPT 4o

https://billf.mit.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vprPapers.pdf


梳理文章故事

如何找准最好的故事角度？核心是回答以下的问题：

• 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 之前的方法有哪些，他们有什么问题？

• 我们方法核心是什么，有什么是只有我们可以做到的？

• 我们（将）获得什么新的认知？

记住：在你的项目的每个阶段都要回答这些问题，而不是留到最后



案例学习：ConvONet

Peng et al.: Convolutional Occupancy Networks. ECCV 2020

第一篇神经隐式场应用到大场景三维重建的工作，还提出了tri-plane表征

https://arxiv.org/abs/2003.04618


案例学习：ConvONet

Peng et al.: Convolutional Occupancy Networks. ECCV 2020

• 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如何获得精细的三维重建

•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 经典三维视觉和图形学的问题，对虚拟现实，游戏，自动驾驶都有很大意义

• 之前的方法有哪些，他们有什么问题？
• Occupancy Networks: 全局潜在表征 (global latent code) 导致过于平滑的重建，只能物体

• 我们方法核心是什么，有什么是只有我们可以做到的？
• 提出三种局部表征 (local latent code) 的方式，然后对应使用卷积网络去加强表达能力

• 我们（将）获得什么新的认知？
• 不仅大大提升物体重建质量，卷积网络的平移相等性（translation equivariance）也能直接

使得大场景重建成为可能。同时，我们提出的tri-plane 表征能同时降低内存以及提升表达

ONet ConvONet

https://arxiv.org/abs/2003.04618


案例学习：KiloNeRF

Reiser et al.: KiloNeRF: Speeding up Neural Radiance Fields with Thousands of Tiny MLPs. ICCV 2021

加速神经辐射场 (NeRF) 2500倍到可以实时渲染

https://creiser.github.io/kilonerf/


案例学习：KiloNeRF

• 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如何在保证高质量渲染的同时，加速神经辐射场 (NeRF) 到实时

•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 实时渲染可以大大缩短游戏电影制作周期和成本

• 之前的方法有哪些，他们有什么问题？
• NeRF: 单独一个大的网络，每一次渲染过程都要前传整个网络，非常慢

• 我们方法核心是什么，有什么是只有我们可以做到的？
• 把空间分割成一千多个小的区域，每个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小的网络，直接帮助大大加速

• 我们（将）获得什么新的认知？
• 这样的分治法 (Divide and Conquer) 能大大降低运算成本的同时直接提升运算速度

Reiser et al.: KiloNeRF: Speeding up Neural Radiance Fields with Thousands of Tiny MLPs. ICCV 2021

https://creiser.github.io/kilonerf/


案例学习：ResNet

He et al.: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CVPR 2016 (Best Paper)

人类历史至今，计算机领域最高引文章

https://arxiv.org/abs/1512.03385


案例学习：ResNet

• 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深度网络比浅层网络难训练非常多

•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 越深的网络表现力越强，如果能解决训练问题，太多应用了

• 之前的方法有哪些，他们有什么问题？
• AlexNet, VGG Net, 一旦网络加深就训练不动

• 我们方法核心是什么，有什么是只有我们可以做到的？
• 残差很容易学习，第一次可以把一个152层的网络训练起来

• 我们（将）获得什么新的认知？
• 巨多的实验上全部都有效，巨多的消融实验去分析，牛!

He et al.: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CVPR 2016 (Best Paper)

https://arxiv.org/abs/1512.03385


Extra Tips

• 主人翁意识：别期待合作者帮你想出故事，你对你的项目是最懂的，积极主动自

己想出你觉得最好的故事

• 确保核心想法可以清楚的传达到：通过你的题目，摘要, 引言，图等等，不断强化

• 需要迭代很多次，所以尽早开始梳理你的故事！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1：引言和相关工作板块中对相关工作的讨论有什么区别?

回答：

• 引言：讨论的相关工作是服务于你的故事的，通常只会非常简略的讲几篇最相
关的工作

• 相关工作：这是更广阔的和你的论文相关的工作，它可以不服务于你的故事线，
强调的是详尽度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2：是否建议idea与实验不太完善的文章尝试投稿？

回答：分情况。

• 如果你觉得文章本身的确有很有意思的发现，可以考虑投一个相关的workshop，
一般workshop都会有4页的投稿，这比较适合。

• 但是如果文章本身暂时还没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个人不建议投稿，这不仅会
浪费审稿人的时间，同时如果还放arXiv的话，也会浪费读的人的时间

相关问题：方法自认为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我是继续改进呢，还是把继续改进的

点放到下一篇工作？

回答：取决于你的“可以改进”的点是不是足够支撑新的文章，或者能让当前文章变
得更强。也要看你的时间够不够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3：在文章投稿出版后，发现文章有错误（不影响模型和结论），应该如何处

理，是否会造成“学术污点”？

回答：

• 如果有错误，但是不影响结果和结论的话，请立刻更改论文，并列举修改的所
有东西，然后立刻联系对应的期刊和会议提出更改，然后arXiv也请更新，并在
comment里面加修改了的要点

• 如果是结论有错，那请立即请求撤稿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4：有没有某作者/某篇文章的storytelling是您个人十分推崇、值得学习的

回答：

• 绝大多数知名的大组的文章质量都不会差，story telling本身也肯定都有值得学
习的地方

• 我个人很喜欢时不时做一些天马行空工作的教授的文章，比如Noah Snavely，
Bill Freeman, 的文章写得很写意。

• Stefan Roth的文章，永远会你可能会有的问题在未来几句话以内解决了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4：有没有某作者/某篇文章的storytelling是您个人十分推崇、值得学习的

Song et al.: Semantic Scene Completion from a Single Depth Image. CVPR 2017

https://arxiv.org/abs/1611.08974


Q&A：回答同学们的一些问题

问题 5：论文投稿周期一般定在多久比较合理；论文撰写和实验的时间按什么比例

分配比较合理？论文撰写穿插实验进行会让效率变得更高吗？

回答：非常看项目，可长可短，但是不建议为了赶文章而赶。论文撰写尽早开始，
这样也会给你理清思路，更知道论文需要什么实验。



谢谢！

Sida Peng Songyou PengJun Gao Qianqia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