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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sage behavior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 in the

reconstruction campus of elementary schools after the fabulous 921 Earthquake in Nantou county. Three structured and

well-defined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and sent to elementary students, teachers and faculties.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were

coded and verified for statistic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concluded as followings: 1.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of

usage behavior in campus is the whole comprehensive feeling, and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 is the social intercourse

activ-ity.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with the usage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 in

reconstruction campus. 3. Campus members would have higher satisfaction of usage behavior and leisure activ-ity when the campus

located at rural area or the total number of class was less than 12. 4. The usage behavior and satisfaction of leisure activity of the

reconstruction campus was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campus before the 921 Earthquake. After the discussion based on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as followings: 1. New campus planning should consider the life cycle function and

member behaviors with totally perspectives. 2. New campus planning should include proper facility for athletics. 3. New campus

planning should consider the space allocation of sexual equalitarian. 4. New campus planning should combine and merge into the

environment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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