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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works of Wan-He Templ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mple and local affairs. The current research applied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discuss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s.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Wan-He Temple, a famous historical religion landmark

about Taichung City Nan-Tun Area, transforms into Wan-He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which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religion belief (such as temple activities or worship tours) into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enter to the community. Wan-

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image of the temple and sense of place. Every year, lots of

local students in Nan-Tun receive large numbers of scholarships. Wan-He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plays a make-up

expert to develop changing it’s image and raising it’s social status. It not only preserves local culture but also operates special

business which differs from other temples. Wan-He has been well received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ordinary citizens about

increasing local superiority of the community. Wan-He Temple improves that the best way to raise the temple’s image is to

dedicate to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ith community .The undertaking also matches the expectations of modern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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