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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deals with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and to combine its features with both the museum

display design and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s follow. First, apprehend the exhibition design and

interpretations of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in museum. Second,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viewers’ experiences and contexts.

Then, explore the cultural meanings of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in museum.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wo ways. First, this paper

follow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to look into the applied methods and the principles as the museum

interpreted the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Then, find out the essence of the viewer’s experiences and the contexts hidden behind with

the viewers’ study of this case by perform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of this thes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the viewers’

satisfaction for the folk beliefs exhibition is affected by viewers’ experiences. The viewers who have different context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tisfying experiences. The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 such as unique, value and

variety. So, attaching the cultural meanings to the exhibitions is important as well.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ults stated above can be

applicable for designers as a guide-line for ideal folk believes exhibition project. Also,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researchers in

relate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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