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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quares in a city not only carry the functions of molding the urban image, creating the urban landscape but the usability. This study

stands on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 users to discuss the usage behaviors on a square and the results might provide new viewpoints for

planning, designing, maintaining the square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of square

allocation and cognition of thematic content on the square. Two methods, including observation method an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ere used to facilitate collecting data. There were 200 questionnaires sent to the users on the square of

Taiwan Museum and 189 valid ones were return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a square not only satisfied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users,

but also me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museum with spatial allocation and thematic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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