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mily Outcomes Surveys 
 
The original Family Outcomes Survey (FOS)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by the Early 
Childhood Outcomes (ECO) Center to assess five family outcomes and the helpfulness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multiple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Family Outcomes 
Survey, some for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and some for parents of 
all young children. 
 
In 2010, upon request from states, the ECO Center developed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e FOS for Part C programs. The Family Outcomes Survey-Revised (FOS-R): Part C 
was designed to better assist Part C programs in measuring family outcomes and 
determining the helpfulness of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federal reporting and 
program improvement purposes. The core concepts in the FOS-R remain the same as 
in the original FOS, with the addition of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to guide program 
improvement activities and a modified survey format. Both the original and revised 
version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as well as additional languages. Special 
thanks to our colleagues in Texas, Minnesota, and Washington for assisting with these 
translations. The ECTA Center supports the use of both the FOS (2006) and FOS-R 
(2010). These tools have been tested to ensure sound psychometric integrity that can 
be used to document family outcomes and identify areas for program improvement. If a 
state would like to adapt these surveys, we encourage you to reach out to staff and the 
ECTA Center to discuss potential adap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oducing reliable 
and valid data.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OS, visit 
https://ectacenter.org/eco/pages/familysurveys.asp  
 
Please contact staff at the ECTA Center if you wish to adapt the survey: 
https://ectacenter.org/about/contact.asp  
 
 
The ECTA Center is a program of the FPG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funded through cooperative agreement 
number H326P220002 from the Off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pinions expressed herein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position or policy. 
Project Officer: Julia Martin Eile 

https://ectacenter.org/eco/pages/familysurveys.asp
https://ectacenter.org/about/conta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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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果 表
 
 
 
 
亲爱的家长： 
谢谢您自愿填写明尼苏达州《家庭成果调查表》(Family Outcomes 
Survey)。您的答案将和其他家庭的答案合并，用于加强社区的早期干预计划。明尼苏达州各地家庭的答案都将合并起来，作为本州早期干预系统力量的指标向美国
教育部报告。 
 

Marty Smith，明尼苏达州教育部 
 
 

明:
 
在下面几页，请在最贴切描述您家庭目前状况的陈述句的编号上划圈。如果一项陈述几乎描述了您的家庭现状，但不是最贴切描 
述，则在该陈述编号旁边较小的编号上划圈。例如，如果3号下面的陈述几乎描述了您的家庭现状，但不是最贴切描述，就在2号上
划圈。 
 
您会注意到，答案中包含“我们”一词。它是指您的家庭。您根据自己（您自己的看法或经验）的情况回答或者根据家庭分享的看

法和经验回答均可。 
 
请把填妥的调查表放入提供给您的信封中，寄给：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Family Outcomes Survey 
   Minnesot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500 Highway 36 West 
   Roseville, MN  55113 
 

 
 
© 2005 SRI International. Version: 12-16-05.  
由早期儿童成果中心开发，得到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计划署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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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的孩子的 、能力和特殊需要
 
1.  孩子正处于成长和学习时期。您对孩子的成长了解多少? 
 

1 2 3 4 5 6 7 

我们刚开始了解孩子的成长。  我们对孩子的成长有基本的了

解，但是还需要更多了解。 
 我们比较了解孩子的成长。  我们十分了解孩子的成长。 

 
 
2. 一些孩子有特殊的健康需要、残障或者成长迟缓。您对孩子的特殊需要了解多少? 
 

如果孩子没有特殊需要， 在 里打勾，跳到 3。 
 

1 2 3 4 5 6 7 

现在，我们了解不多。  我们了解一些，但是还有许多

问题没有弄明白。 
 我们了解很多，但是还想了解

更多。 
 我们相信我们了解目前所需要

了解的情况。 
 
 
3. 与您和孩子合作的专业人员想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否奏效。您能够说出孩子是否有进步吗？ 
 

1 2 3 4 5 6 7 

现在我们还看不出孩子是否有

进步。 
 有时候我们能够看出孩子有 

进步。但是我们还需要多多 
了解。 

 通常我们都能够看出孩子是否

有进步。 
 我们几乎总是能够看出孩子是

否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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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的 利， 孩子的 利
 
4. 您的孩子和家人可以利用各种计划和服务。您知道孩子和家人可以利用那些吗？ 
 

1 2 3 4 5 6 7 

我们刚开始了解可以利用的计

划和服务。 
 我们了解一些计划和服务，但

仍需更多了解。 
 我们认为自己了解大多数可以

利用的计划和服务。 
 我们非常了解可以利用的计划

和服务。 
 
 
5. 家长通常与专业人员开会，规划服务和活动。您参加这些会议时的舒适程度如何？ 
 

1 2 3 4 5 6 7 

目前，我们参加会议很不 
自在。 

 我们参加会议不是很自在，但

是仍然参加。 
 我们较自在地参加会议。  我们轻松自在地参加会议。 

 
 
6.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家庭有权利，家庭在不满意时可以提出来。你们对自己的权利以及在不满意时应怎样做了解多少？ 
 

如果孩子没有特殊需要， 在 里打勾，跳到  7。 
 

1 2 3 4 5 6 7 

我们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不清

楚在不满意时该怎么办。 
 我们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但

是不清楚在不满意时我们可以

有那些选择。 

 我们认为了解绝大多数权利，

了解在不满意是该怎么办。 
 我们十分了解自己的权利， 

并且确切地知道在不满意时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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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孩子成 和学
 
7. 每个家长都帮助孩子成长和学习，但是有时候很难知道该如何做。您认为自己帮助孩子成长和学习的能力如何？ 
 

1 2 3 4 5 6 7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如何帮助孩

子成长和学习。 
 我们对帮助孩子成长和学习 

有基本的认识，但是还有许 
多疑问。 

 我们相信自己了解如何帮助 
孩子成长和学习。 

 我们确信自己了解如何帮助 
孩子成长和学习。 

 
 
8. 每个家长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做人，但是有时候很难知道该怎么办。您认为自己帮助孩子学会按照您的意愿去做人的能力如何？ 
 

1 2 3 4 5 6 7 

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如何帮助孩

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人。 
 我们对帮助孩子做人有基本的

认识，但是还有许多疑问。 
 我们相信自己了解如何帮助 

孩子做人。 
 我们确信自己了解如何帮助 

孩子做人。 
 
 
9. 您的家人与专业人员合作开发了帮助孩子学习新技能和礼仪的计划。你们对孩子在家里和社区学习和练习这些技能有多少帮助？ 
 

1 2 3 4 5 6 7 

我们尚未开始帮助孩子学习和

练习这些技能或礼仪。 
 我们已经开始帮助孩子学习和

练习这些技能或礼仪，但还不

是经常这样做。 

 我们常常帮助孩子学习核练习

这些技能和礼仪，但还没有达

到我们想要的规律程度。 

 我们每天有规律地帮助孩子 
学习和练习这些技能和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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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支持系  
 
10. 许多人觉得与人交谈有助他们处理问题或者庆祝喜事。您的家人是否有可以放心地与其倾诉和交谈的人？ 
 

1 2 3 4 5 6 7 

现在，我们真的没有可以与之

讨论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

的人。 

 我们大概可以至少找到一个可

以交谈的人，但是不满意这种

状况。 

 我们通常有人讨论事情。  在生活中，我们在需要时总是

能够找到可以倾心交谈的人。 

 
 
11. 有时候，家人在必要时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比如搭车接送孩子、外出办些杂事或帮助临时照看一下孩子。您需要这些帮助时，是否可以找到人？ 
 

1 2 3 4 5 6 7 

现在，我们家庭有事需要帮忙

时，真的找不到人。 
 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找人

帮忙，但不是日常事务。 
 通常，我们在需要时都能找到

人帮忙。 
 我们在需要时几乎总是能够找

到人帮忙。 
 
 
12. 大多数家庭都有喜欢做的事情。您的家庭能做多少喜欢做的事情？ 
 

1 2 3 4 5 6 7 

目前，要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真

的很难。 
 我们能够参加一些我们喜欢的

活动，但是不是经常如此。 
 我们能够参加许多我们喜欢的

活动。 
 我们能够参加所有我们喜欢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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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区
 

13. 孩子们都需要医疗保健。您的孩子现在有什么医疗保健？ 
 

1 2 3 4 5 6 7 

我们想要孩子有医疗保健， 
但是没有。 

 我们有一些医疗保健，但是 
离我们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医疗 
保健。 

 我们的孩子的医疗保健很好。 

 

14. 许多家庭需要优质托儿。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偶尔照看孩子，而是日常托儿，包括半托和全托。现在您孩子接受哪种托儿服务。 
 

如果 不需要托儿服 ， 在 里打勾，跳到  15。 
 

1 2 3 4 5 6 7 

我们没有自己想要的托儿服务

，或者因为孩子有特殊需要，
我们决定不寻找托儿服务。 

 我们有一些托儿服务，但是离

我们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托儿 

服务。 
 我们的孩子的托儿服务很好。 

 

15. 许多家庭要孩子跟其他孩子玩，参加宗教、社区或社会活动。您的孩子现在参加上述活动的情况如何？ 
 

如果 不想孩子参与 些活 ， 在 里打勾，跳到  16。 
 

1 2 3 4 5 6 7 

孩子没有参加这些活动，或者
因为孩子有特殊需要，我们决

定不寻找这些活动。 

 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和社区活动

，但是离我们想要的还差 
得远。 

 孩子较积极参加社会和社区 
活动。 

 孩子很积极参加社会和社区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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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干 的看法
 
16. 早期干预对您家庭了解自己的权利有多大的帮助？ 
 

1 2 3 4 5 6 7 

早期干预对我们了解家庭的权

利没有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了解家庭的权

利有一点帮助。 
 早期干预有较好的帮助，使我

们了解家庭的权利。 
 早期干预很有帮助，使我们了

解家庭的权利。 
 
 
17. 早期干预对您家庭有效沟通孩子的需要有多大的帮助？ 
 

1 2 3 4 5 6 7 

早期干预对我们有效沟通孩子

的需要没有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有效沟通孩子

的需要有一点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有效沟通孩子

的需要有较好的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有效沟通孩子

的需要很有帮助。 
 
 
18. 早期干预对您家庭帮助孩子成长和学习的能力有多大的帮助？ 
 

1 2 3 4 5 6 7 

早期干预对我们帮助孩子成长

和学习没有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帮助孩子成长

和学习有一点帮助。 
 早期干预对我们帮助孩子成长

和学习有较好的帮助。 
 早期教育对我们帮助孩子成长

和学习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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