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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ally, the inheritance of Taiwan’s interior carpentry techniques stands in oral-spreading, but not in writing. However, interior

carpentry techniques are all-dimensions learning, and the techniques are complicated.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save the

carpentry techniques as words and images systematically. The techniques can be passed down after transferring into knowledge, and

then become references of interior carpentry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a reminder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interior carpentry and to cultivate technicians into professionals rapidly.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foundations of carpentry technology. People who work in the carpentry-related academia and industry were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The technicians, materials, techniques, machinery, and costs in interior carpentry construction were

analyzed. This study also tried to deter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ior carpentry and social chang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achinery replace handicraft. 2. School education cultivates basic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3. Carpenters do not need to have multi-faceted and complicated skills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s in materials. 4. Multi-faceted skills are getting degenerated because of clear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5. The high wage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increases of the proportion of salary. 6. The design of

computerized 3D stimulates the exhibition of space simulation. 7. The acceptance of do-it-yourself interior construction market

bo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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