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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議程 - 60分鐘

• 導論：影響⼒力階梯 - 15分鐘 

• 分組練習 - 15分鐘 

• 動態邏輯模型：適⽤用多重專案 - 15分鐘 

• 總結與問答 - 15分鐘



邏輯模型

邏輯？ 模型？

亞⾥里斯多德



專案負責⼈人的任務

專案的計畫與執⾏行：讓維基媒體
計畫、維基媒體運動、或是更廣
泛的社群活動能夠達到良好成果。

專案評估：確認執⾏行成果是否
達到我們原本計畫的預期⺫⽬目標、
並且確認我們是否可以⽤用更有
效能的⽅方式達成⺫⽬目標。



基本定義：「輸出」 與 「成效」

輸出（outputs）
計畫活動或服務能產出直接
⽽而具體可測的成品 → 這可
衡量計畫的實施程度。

成效（outcomes）
計畫活動或服務產出的短期或中
期的成果 → 這可衡量計畫的成
功程度。

參與者回到現實⽣生活中之後，他
們間接的⾏行為上的改變。

例如：在⼯工作坊結束後，⼯工作坊
的參與者在⽣生活中⾏行為的改變

參與者在活動現場有直接
產出或發⽣生的事物

例如：⼯工作坊的參與者數
量、在⼯工作坊中⺠民眾參與
的活動



邏輯模型的共同⺫⽬目標

將我們將進⾏行的活動
與我們想要達到的成
效、計畫⺫⽬目標或是組
織使命作連結！

➔ 寫下能夠達成預期成效及影響的⾏行動步驟與輸出
➔ 明確的訂下計畫的輸出、⺫⽬目標團體、以及成效
➔ 將資源、⾏行動、輸出、與成效之間的連結，⽤用合邏輯的因果關係
串接起來。



邏輯模型的組成要素

實施什麼 

• 活動項⺫⽬目 

• ⺫⽬目標對象 

• 直接成品 

改變什麼 

• 短期 
➡ 技能、態度 

• 中期 
➡ ⾏行為、⾏行動

改變什麼 

• ⻑⾧長期 
➡ 社會條件情境

投⼊入什麼 

• 時間 

• ⾦金錢 

• 各類資源

輸⼊入 
Inputs

輸出 
Outputs

成效 
Outcomes

影響 
Impact

由具因果關係的假設連結（如果...就會...）

改變世界！
^o^



事前計畫與追蹤評核的益處
事前計畫 追蹤評核

★將計畫的活動及⺫⽬目標以圖像化
的⽅方式抓出重點概觀。

★讓我們打從計畫⼀一開始，就確
認要達成哪些成效⺫⽬目標（以終
為始）。

★明確地把每個因果假設之間的
關係明確設定出來。

★訂定關鍵成效，讓我們可以更容
易清楚量測讓成效達成的程度。

★讓我們可以發現計畫之中的邏輯
漏洞。

★⻑⾧長期下來，可以驗證「輸⼊入—輸
出—成效」的假設是否正確。



事前計畫與追蹤評核的益處
事前計畫 追蹤評核

★將計畫的活動及⺫⽬目標以圖像化
的⽅方式抓出重點概觀。

★讓我們打從計畫⼀一開始，就確
認要達成哪些成效⺫⽬目標（以終
為始）。

★明確地把每個因果假設之間的
關係明確設定出來。

★訂定關鍵成效，讓我們可以更容
易清楚量測讓成效達成的程度。

★讓我們可以發現計畫之中的邏輯
漏洞。

★⻑⾧長期下來，可以驗證「輸⼊入—輸
出—成效」的假設是否正確。

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計畫的活動有時候會無法達到預期的
成效，這時就需要檢視在規劃過程中邏輯
模型裡的「如果...那麼...」的推導。

推導脈絡合理嗎？投資或輸⼊入的有符合預
期成效所需要的資源嗎？我們是否有⽤用符
合邏輯的推論⼀一步步往達成⺫⽬目標邁進，如
果沒有就要修正這些邏輯問題！



影響⼒力階梯

我們從簡化的邏輯模型開始，只有⼀一
條單向的輸出到成效的推論➔這可以
幫助我們⼀一步步的了解因果關係的假
設、預期推廣的⺫⽬目標群體、以及關鍵
成效有哪些。

利⽤用循序漸進的輸出
與成效規劃階梯來計
畫細部的⾏行動以及評
鑑的⽅方式吧！



影響：除了⺫⽬目標團體本
⾝身有所改變，⺫⽬目標團體
外的⼈人事物也有所不同
（例如活動之後的內容
成⻑⾧長、維基媒體運動或
是社會的變化）

影響⼒力階梯

投⼊入資源

舉辦活動

⺫⽬目標團體的技能、知識、或動機有所改變

不只⺫⽬目標團體，其他⼈人也受到影響

滿意度（⺫⽬目標團體的需求獲得滿⾜足）

參與度（具體接觸到⺫⽬目標團體）

⺫⽬目標團體的⾏行動有所改變

⺫⽬目標團體的社會條件或情境有所改變

符
合
邏
輯
的
因
果
關
係

環境情況（外部） 價值觀與優先順序（內部）

成效：在⺫⽬目標團體內所
發⽣生的預期正向效果與
改變。

輸出：提供給⺫⽬目標團體
的服務或產品；滿⾜足⺫⽬目
標團體的需求。

⻑⾧長期的改變

中期的改變

短期的改變



範例：台北維基寫作⽉月聚

⺫⽬目標團體：剛開始使⽤用維基百科，對於維基百科的⼈人事物都還不熟悉的新⼿手維基⼈人

投⼊入資源

舉辦活動

⺫⽬目標團體在技能、知識、 
或動機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以外 
的改變（影響）

滿意度

參與度

⺫⽬目標團體在 
⾏行為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在社會 
條件或情境上的改變

增加⼤大台北地區對中⽂文維基社群的⻑⾧長期貢獻。

維基新⼿手成為⽼老⼿手的過程更簡單、分享知識成為習慣。

新⼿手於寫作聚結束後仍持續寫維基、參與社群事務。

增加參與的新⼿手維基百科的寫作動機以及寫作技巧。

參與的新⼿手對寫作聚有正向的回饋。

平均每個⽉月有10位左右的新⼿手編輯參與。

每個⽉月⼀一次兩⼩小時，新⼿手可以請教⽼老⼿手的寫作聚會。

志⼯工與職⼯工的⼯工作時數、準備教材與課程。



分組練習：寫下我的影響⼒力階梯！

• 分成4~5組練習（15分鐘）

1. 寫下你想要執⾏行的活動（簡單就好） 
完成⾃自⼰己的「影響⼒力階梯」

2. 每層階梯都要搭配⼀一個評鑑成效的⽅方式

3. 跟其他組⼈人分享你的「影響⼒力階梯」（展⽰示）



投⼊入資源

舉辦活動

⺫⽬目標團體在技能、知識、 
或動機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以外 
的改變（影響）

滿意度

參與度

⺫⽬目標團體在 
⾏行為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在社會 
條件或情境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

1.請說明計畫內容 2.評鑑效果的點⼦子



影響⼒力階梯的強項與局限

➡幫助我們確認最主要的⺫⽬目
標團體。 

➡幫助我們釐清單⼀一的「產
出—成效—影響」路徑的
樣貌。 

➡特別能夠呈現出模型中直
接的邏輯關係不合理之處。

➡「產出—成效—影響」的
路徑關係只侷限在單⼀一路
徑。 

➡無法概觀的將計畫中的所
有活動、⺫⽬目標團體、輸出
以及預期成效全部涵蓋進
來。



複雜專案適⽤用：動態邏輯模型
動態邏輯模型

優先順序 

使命 

願景 

價值 

授權 

資源 

在地推力 

合作

情境 

需求與
資產 

問題 

利害關
係人

輸⼊入 輸出
參與者 活動 直接產品

成效 - 影響 
短期 中期 ⻑⾧長期

因果假設 外部要素

投⼊入何物 觸及何⼈人 執⾏行何事 造出何物 學習
的效果

改變⾏行為
的效果

改變情境
的效果

    職員工時 

志工工時 

寫企劃時間 

金錢 

知識庫 

專門技術 

素材 

設備 

空間場地 

技術 

夥伴

編輯老手 

編輯新手 

使用者 

教師 

館聯單位 

決策人士 

消費者

開發產品、
課程、資源 

提供內容與
服務 

舉辦工作坊
與聚會 

訓練 

顧問或建議 

協調 

合夥 

傳播工作、
與媒體合作

執行計畫 

活動記錄 

主題領域 

維基頁 

條目 

模板 

滿意 

開心 

社群網絡

覺察 

知識 

態度 

技能 

興趣 

意見 

參與 

意願 

動機

行為 
(例如參與數
量、持續程度)

實際內容 
(例如條目質
量、相片質量、
位元組或編輯
數量等) 

決策取向 
(例如計畫專
案、邏輯分析、
下一步走向) 

方針 

社群行動方向

社會情境 
(例如觸及程度、
參與程度、多
樣性) 

經濟情境 
(例如更多資金
挹注、更有效
能的計畫) 

組織條件 
(例如觸及程度、
社群互動) 

環境狀況 
(例如條目或相
片質量、內容
提升）

評鑑
尋找問題 - 設計 - 實踐⽅方案 - 結案與後續跟進



從影響⼒力階梯到動態邏輯模型

輸⼊入
 

成效    影響 
短期        中期        ⻑⾧長期

輸出 
參與者       活動        直接產品

投⼊入資源

舉辦活動

⺫⽬目標團體在技能、知識、 
或動機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以外 
的改變（影響）

滿意度

參與度

⺫⽬目標團體在 
⾏行為上的改變

⺫⽬目標團體在社會 
條件或情境上的改變



 
輸⼊入 輸出

參與者 活動 直接產品
成效 - 影響 

短期 中期 ⻑⾧長期

因果假設 外部要素

投⼊入何物 觸及何⼈人 執⾏行何事 造出何物 學習
的效果

改變⾏行為
的效果

改變情境
的效果

    職員工時 

志工工時 

教材 

設備 

空間場地 

短講課程

對編輯中文
維基百科有
興趣參與的
編輯新手 

在大台北地
區有興趣、
耐心教授新
手編輯維基
百科的志工

舉行維基百
科的新手寫
作教學

簽到登記表 

報名資料 

每次活動的
紀錄文件（相
片、文字聚
會紀錄）

如何編輯
維基百科
的技能 

如何上傳
照片照片
到維基百
科的技能 

如何與維
基人互動
（了解適
當的管道
與語氣）

參與者會參
加台灣維基
社群的臉書
互動 

參與者能夠
編輯新條目 

參與者會盡
量常來參與
實體群聚會

增加台北地區
中文維基百科
的維基人質量 

提升中文維基
百科中的條目
品質 

培養台北維基
人善待新手、
接納新手的友
善氣氛

 

範例1：台北維基寫作⽉月聚



外部要素

學習
的效果

改變⾏行為
的效果

改變情境
的效果

    
鼓勵志工、
讓他自我成
長 

讓維基社群
之間、社群
與分會之間，
提升彼此理
解互信、交
換經驗與
know-how 

維基星期二
學習模式 

促進、提升線
上的互動狀況 

提升不論是未
來線上或離線
的工作氣氛與
條件 

提升線上內容
的品質 

尋找問題 - 設計 - 實踐⽅方案 - 結案與後續跟進

成效 - 影響 
短期 中期 ⻑⾧長期

優先事項 
建立社群 

透過面對面的互

動促進合作、解

決問題 

分享、討論專案、

發想新點子 

加強分會辦公室

與社群參與者之

間的互動

情境 

在我們的社群
活動時，我們
發覺社群中有
需求，想要針
對線上的內容
進行更多的資
訊交換與合作，
以達成更具體、
更實際的產出。
「請大家少說
點話、多做點
事」維基星期
二就是因上述
需求而來，是
奧地利分會試
圖回應這些需
求所做的努力。

因果假設

投⼊入何物 觸及何⼈人 執⾏行何事 造出何物

場地（奧地
利分會的辦
公室） 

設備與飲食
（無線網路、
投影設備、
咖啡與餅
乾...） 

職員工時 

志工工時 

既有社群 
成員 

可能加入 
社群的人士 

支援、協調、
設定議程 

聯絡、鼓勵
可能參與者
與合作組織 

社群網絡更
加拓展 

針對特定主
題協作的工
作小組 

專案、學習、
新想法等...
以及這些內
容的線上紀
錄文件 

評鑑

範例2：維基星期⼆二
維基星期⼆二—動態邏輯模型

輸⼊入 輸出
參與者 活動 直接產品



動態邏輯模型的強項與局限

➡適合整理出計畫裡各種不
同元素，提供更寬廣的概
觀。 

➡也包含了組織脈絡以及外
部要素。 

➡能夠在這表格中整理許多
不同種類的活動、⺫⽬目標團
體、輸出與期待成效。

➡⽤用此模型較難聚焦於單⼀一
核⼼心的成效或是主要⺫⽬目標
團體來討論。 

➡若探討較複雜的專案時，
各種路徑的輸出與成效之
間的關係變得較模糊。 

➡邏輯關係不合理之處⽐比較
不容易被發現。



總結與展望

邏輯模型可以協助我們...
• 進⾏行計畫、思考推論是
否合理 

• 決定哪些成效對我們是
真正重要的 

• 點出成效評鑑時須考量
的重要⼈人、事、時、物 

• 讓評鑑⽅方式能夠符合計
畫的脈絡符合

邏輯
呀！



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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