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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欲瞭解台灣民眾對傳統手工刺繡品的認知與意象，具體得知手工刺繡品在一般具有購買能力民眾之心理意

象為何，以作為推動生活化的手工刺繡品之依據，盼能將傳統手工刺繡品之美落實於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中。 本研究採調

查研究方法，選擇10個日常生活常用的刺繡品為觀察物編成問卷，透過問卷調查以非隨機取樣方式採集樣本，收回有效問

卷共278份，將問卷資料輸入SPSS10.1統計套裝軟體以分析問卷資料。 歸納出受訪者對這10個刺繡品的意象語意表現較偏

向喜歡的、美的、典雅的、手工細緻的、藝術成就高的、保守的、傳統的、具有裝飾作用、實用並符合需求的。同時對傳

統手工刺繡皆能給予正面的回應與肯定，認為傳統刺繡技藝應被保存下來，也贊同刺繡品能在現代的生活型態中被使用。

購買的意願則隨著這10個刺繡品的實用性及符合需求程度而被接受。 關鍵字：台灣，工藝品，刺繡

關鍵詞 : 台灣，工藝品，刺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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