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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kiln in Taiwan should trace back to the former pottery factory which was more famous in Nantou,

Miaoli, Yingge and Beitou.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s was the structure of private factory in the main in Taiwan and this factory

was changing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demand of people to alternate the supply strategy. After Taiwan Restoration, the business of

pottery factory decreased little by little and became the factory of sightseeing, historical culture and worthy education. The research

was based on fieldworks and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management view of Traditional Ceramic kiln to break through the skill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to fi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Ceramic kiln, and to find out the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in every different era. In addition, this Kiln also found out the pottery art cultivation of teaching class, and

explored the major objective of traditional factories before and after. After changing style, Tensing Kiln found the new way to

survive, and this industry was not stereotype in this area, but this industry added the new element to renew the ceramics culture to

renovate the cooperative structure of culture. Besides, residence delight this culture to develop in this place, so residence and this

culture heritage cooperate together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trend, Tensing kiln has passed down the

heritage, showed the self and pursued the localization, collected the design of localized Bamboo Node Wine Bottle and created

perfect products. Besides, Tensing Kiln often holds the culture activities and makes this culture pass down next gene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y means of those ways, Tensing Kiln can develop it’s own technique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

traditional kiln factories、worth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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