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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interactive, because human has been engaged in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since birth.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how to create and promot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 and

the environment has always been a primary concern of designers. Interactions are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human relations an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s sense of belongingness and intimac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own house space on family interactions. With a focus on town house in Kaohsiung City,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4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a sample consisting of town house residents in 11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in Kaohsiung City. Excluding 4 invalid responses, 396 responses were valid. The valid response rate was

99%.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ed that degree of family interaction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floor attribute, and the impact of the

floor attribute on family interactions would depend on family membership. Therefore, the plan or arrangement of town house 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family types and the attribute of family members, so as to effectively facilitate and positively benefit family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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