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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io, the core space of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have a place exchanging their ideas and adapting the

work style before they have started work career.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udio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tter to the whole

environment of architecture education as Bechtel and Zeisel’s speaking “Environment makes us behaving; hence, if the

environment has some specific change we will change.” This research chooses studio of NCKU and THU’s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as the target, and analyzing students’ behavior of using studio for know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backgrounds and using behavior.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studio of NCKU and THU’s

architecture departments into two categories by their constructive forms. And it tries to find out the effects of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effect of learning, the value to the studio since students use different forms of studio and thereb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very form of studio.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effect of learning and the cognition

appraisal, the higher grades and the utilization ratio high student surpasses the lower grade perhaps the utilization ratio low student;

But NCKU all surpasses THU’s. Thus it may be known, the student is higher along with the grade and the utilization ratio growth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result feeling; NCKU designs the studio “the apartment combination form - tandem type” to be

possible to let the student integrate the environment the atmosphere to promote various aspects the result.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above might be used to the design of studio, and make the design better.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 setting of the

partition in studio influence the feeling and behavior of users, and suggests the deeper investigation of thi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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