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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目的在探討剪黏藝術進入社區的影響，希望藉由與社區居民進行深度訪談輔以參與觀察的方法，了解

剪黏藝術進入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後，社區居民意識改變與美感經驗。研究結果在社區居民意識方面，社區居民互動良

好，彼此相互關懷；認同剪黏藝術在社區的發展，更能以之為榮；對共同事務有一定程度的參與熱情；可見剪黏藝術進入

板頭社區後，社區居民意識是正向且積極的。而在美感經驗方面，剪黏藝術讓社區居民感到視覺上的愉悅；對生活空間偏

好不同，可知美感經驗有其獨特性；居民勇於嘗試，並體驗剪黏藝術所帶來的獨特美學享宴。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

議：均衡發展社區各區域，整合社區資源，凝聚社區意識；彙整並傳承藝術進入社區的營造經驗以供更多的社區參考；另

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能結合附近文化觀光景點，規畫完整的休憩路線，加強公共建設，促進地方產業發展，讓社區居民能分

享觀光所帶來的經濟實質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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