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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option of web technologies, e-teaching has become a global trend for educ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patial design for e-teachers who intend to use recording studios. The study began

with an interview with experts an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the survey design. The survey was

then distributed to e-teachers in 2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was returned with 146 valid shee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teachers perceived the Visual Sector as most important, the Audio Sector next, and Structure least. After factor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filtered out light capture, sound control, operating comfortness, structure framework, and equipment deployment as five

factor patterns for the spatial design considerations. The study also concluded with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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