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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a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hien-Nien craft on communiti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s, the author has noticed the changes i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after Chien-Nien craf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PanTour community, Chiayi

County.Research results show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are more conscious, has good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mutual care; they

recognize and are proud of the Chien-Nien craft development in the community, and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enthusiasm for public

affairs; Therefore, Chien-Nien craft has brought positive and proactive consciousness into the PanTour community. In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community residents feel visual pleasure with the Chien-Nien craft; living space preferences shows that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uniqu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courage to try and experience the unique aesthetics of Chien-Nien

craft.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ions are recommended as follows: to balance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 of the

community, integrate community resources, promot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compile and pass down the community ar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further references.It is also hoped that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an combine the nearby

cult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to map out a complete tourism routes, and can strengthen public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loc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o that community residents can share the real economic benefits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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