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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on and imagery from the public in Taiwan towards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of embroidery. We hope this research will lead people to learn the consumers thought on handiworks of

embroidery, to be served as the basis to promote the household embroidery handiworks in hopes of promoting apprecication of

traditional embroidery handiworks in our daily life. This research uses survey research method to select 10 handiworks of

embroidery frequently used in daily life as the observational object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questionnaire. Th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by non random sampl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27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and processed by

SPSS10.1 statistic software for further analysis.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interviewees imagery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towards

the ten embroidery inclines to that of their favorite, beautiful, classically elegant, exquisite handmade, highly artistic, conservative,

traditional, ornamentally functional and practical design, and that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Meanwhile, these interviewees

showed positive response and recognition over the traditional embroidery handiworks as they thought this traditional handiwork

should be preserved. They also gave their consent for the point that embroidery handiworks can be used in modern life, as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s would be accepted with the practicability and the level to meet requirements presented by the ten embroidery

handiworks. Key Words: Taiwan, Handicrafts, Embroid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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