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也有計畫病嗎？越是熱血訂計畫，越容易失敗 

 

完美主義不一定會讓結果完美，有時放棄完美主義，做得愈少反而愈有力量，不一

定要試著去做完所有事情，才能專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無論是生活或工作上擁有

更多彈性可以喘口氣，反而會讓我長久保持生產活力，享受每件「留下來」的任務，

並且完成得更好。 

在工作或生活上這就是必須在抉擇中捨棄掉一些東西，選擇後的克制能夠帶來專注，

而專注就能讓結果美好。 

就像工作來不及時我會避免優先考慮：「我只要多花一些時間就能完成工作。」當

然只要給我無限的時間，絕對可以完成無限多的工作，但這比科幻故事還要不現實。

所以要考慮的是：有沒有更直接解決問題的路徑？有沒有哪些次要任務是可以捨棄

的？而不是：我只要晚上加班就能完成它。 

今天這篇文章，讓我分享自己實際經驗中關於「不完美，效率大加倍」的心得。當

然我的個人經驗不會適合所有人，但從每個情境中帶來的反思，希望也能提供大家

一個關於生產力的不同角度思索。 

花時間在重點上，簡報簡單就好 

我製作簡報時都很簡單，單純標語、圖片串連出我想報告的流程，不使用簡報軟體

其他的特效動畫製作功能。雖然加上動畫、音效或許更完美，但沒有也不會影響這

個簡報本身的目的。 



因為一旦有了動畫、音效，後續編輯與播放時就有了限制，就少了彈性，而當我使

用單純簡報設計時，我可以輕鬆在雲端的 Google Drive、電腦端的 Office、 行動端

的 Keynote 或各種簡報播放軟體轉換，不會有相容問題。 

少了「美化」的時間，我也有更多時間專注在自己報告的練習上，內容流程的調整

上，如果說我只有四個小時可以準備簡報，只花一個小時完成簡單但內容有表達出

來的簡報，然後花三個小時練習，而不是用來美化，反而效果更好。 

雜亂一點也無妨，筆記不一定要排版精美 

或許你的筆記有美化、排版的需要，所以有些朋友會在意 Evernote 的編輯功能不夠

強大，但是對我來說則是很少對筆記進行排版編輯，除了偶爾要區隔段落時使用一

下水平分隔線，要不然打開我的 Evernote 筆記看，不會看到精美的筆記。只有記下

重點內容但找得到、用得到的流水帳。 

尤其在 Evernote 行動 App 記錄筆記時我幾乎沒有利用過編輯功能列，因為記下事

情最重要，快速記錄最重要，而排出美美的版面則對工作本身無太大益處，甚至排

版有點不整齊也沒關係，我又不是要把 Evernote 筆記直接印成書來出版。 

沒做完就算了，限制我的作業時間 

我確實也想每封信都仔細回覆，我也希望能把每一篇新聞、文章都仔細讀過，我也

期待能把一本書好好看完，但現實情況確實就是：時間有限。 

整體的時間有限，所以我更會去限制自己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時間。例如我會限制自

己閱讀每日新聞的時間，或許我常常推廣新聞閱讀器，所以你誤以為我會花很多時

間讀新聞，其實剛好相反，我會限制用最少的時間來處理新聞。 

但也因為有所節制，所以才可以練習如何在閱讀新文章的過程去抓出重點。大多數

文章我都不會從頭到尾讀完，但我會依據我的需求抓出我想要的。 

不管是讀新聞、處理郵件、整理雜務，這些次要工作都應該嚴格做好時間的使用限

制，畫出界線、適可而止，少做一點、簡單抓住重點，才能把時間留給更重要的事

情。 

拖延戰術？有時不需要把所有瑣事完成 

大家可能會認為「拖延」是個壞習慣，但是在工作管理上「正確的拖延」卻常常是

一記妙招，因為每天的時間有限，如果你不拖延一下瑣事，反而會干擾了優先執行

重要工作的效率。 



在工作進度的執行上，下一次進度之前我可能列出了 10 件要做的事情，但這裡其實

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做，有些事情只是覺得要做。這時候在執行的過程中，優先處理

非做不可的事情，其他任務則拖延一下。 

等到進度截止前，無法再拖延了，這時我也會發現那些被我一直拖延的瑣事其實不

影響成果目標，就可以直接移除，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當然，我這裡講的是我對自己工作目標的執行計畫，如果是和他人合作，那麼就要

趁早說明什麼事情我無法做、做不完，但又不影響主要目標，盡可能的把瑣事簡化、

延後，甚至取消。 

接受現況，更能擁有執行力 

前面提到的「不完美」、「雜亂」、「未完成」、「拖延」，看起來這些似乎都是

工作方法、時間管理上最討厭的事情，但是把這些現象當做敵人來對抗，真的可以

有效的提高生產力嗎？還是只能帶來放棄、逃避的結果？ 

我從自己「改變習慣」的經驗反省，最重要的開始並不是憑著一股熱血製訂一個習

慣改變計畫（因為那通常是學別人的），更不是在行事曆上安排複雜艱難的習慣養

成步驟（因為那通常只獲得當下的自我滿足）。愈多習慣改造計畫，就愈容易失敗，

那是一種計畫病。 

後來我發現「改變習慣」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自己的弱點、慾望，了解自己已經行

之有年的生活習慣、思維習慣到底是什麼？然後不要試著對抗他們，而是承認他們，

找出和平共處又可以讓我變好的方法。 

就像是運動這件事，以前覺得要跟別人一樣堅持跑步、騎腳踏車，但我明明回家後

更喜歡寫部落格文 章，那讓我更有成就感，所以那樣的運動堅持反而沒有辦法持續，

後來我改變策略，選擇一個不完美方案：「每天下班多走一點路回家」，雖是不完

美鍛鍊，但起碼 還讓我具體產生了一些健康的效果。 

小結 

完美的執行會讓成果更美好，但問題是，要求完美執行的下場常常是累死自己或放

棄執行。這時候，做不來、少做一點、什麼都不做之間，「少做一點」就是平衡的

選擇。 

增加生產力，絕對不是拿條鞭子去逼迫自己做不想做、做不到的事情，或是抱怨為

什麼沒有更好的執行條件，而是應該接受自己或現狀的不完美，找到最有效果的平

衡作法。 



只有真正去執行，也才有改變現況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