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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标注数据的获取成本比较高

 无标注数据获取非常容易

 使用半监督方法，利用无标注数据对网络进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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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C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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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C存在的问题：

◼ 训练阶段复杂，在训练模型之前，需要先训练一个teacher 

model，然后使用这个teacher mode预先产生无标签数据的伪标

签

◼ 在模型训练阶段，预先产生的伪标签数据不会被更新，维持不

变的伪标签会限制模型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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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confirmation bias的问题

◼ 当模型产生高置信度的不正确预测时，这些不正确的预测将通

过不正确的伪标签进一步加强

◼ 模型本身很难纠正这些错误的预测

 提升伪标签的质量

 提出了co-rectify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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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t-Teaching

 在每一个训练的回合中，利用weak-strong数据增强即时

产生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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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eak augmentation不变的情况下，strong augmentation

越复杂，模型从pseudo label中学到的东西越多

 两种strong augmentation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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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t-Teaching*

◼ 解决confirmation bias的问题

 同时训练两个模型

◼ 两个模型结构相同，权重不同

 损失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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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ets: COCO, PASCAL VOC

 Metric: mAP

 在COCO数据集上不同方法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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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ASCAL VOC数据集上各个方法的性能

 VOC07为有标签数据，VOC12为无标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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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数据增强方法的性能

 5% MS-COCO作为有标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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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无标签数据比例，各个方法的性能

12

Experiment



INSTITUTE OF DIGITAL MEDIA,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数字媒体研究所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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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

◼ 伪标签是即时产生的，作为一个端到端的模型，训练的阶段也

并不复杂

 缺点

◼ 数据增强的方法破坏了原有的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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