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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成就目标定向与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的关系,
 

并考察数学焦虑的中介作用,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

取1
 

466名中学生进行数学学习投入量表、
 

数学焦虑量表和成就目标定向量表的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①
 

中学生

数学学习投入普遍属于中等偏高水平,
 

且存在性别、
 

年级及地区的差异;
 

②
 

表现 接近定向和掌握定向均能正向

预测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
 

而表现 回避定向对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③
 

掌握定向、
 

表现

接近和表现 回避定向均通过数学焦虑的中介效应对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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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于变革学生的数学学习体验,
 

如特别强调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实

践、
 

探索和合作交流等.
 

这些理念的实施,
 

也会影响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
 

学生学习投入被认

为是促进学业成就的重要影响指标,
 

高投入水平的学生通常会表现出种种有利于学习的特征,
 

并取得更好

的学业成绩[1-2].
 

在先前学习投入研究中,
 

学习投入一般被界定为一个多维概念,
 

经典的学习投入主要包括

行为、
 

情感和认知投入3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维度[3].
 

但近来随着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社会互动的倡导,
 

一

些学者提出学习投入也应包含社会投入维度[4].
 

总的来说,
 

数学学习投入是学习投入在数学学科的具体

化,
 

是指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数学课内外活动,
 

产生积极的情感,
 

有策略地学习,
 

并进行高质

量的与数学学习相关的互动.
同时,

 

研究表明,
 

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呈下降趋势[5].
 

因此,
 

系统探索数学学习投入的影

响因素,
 

对于提升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水平,
 

进而对提高中学阶段的数学教育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在众多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因素中,
 

学习动机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学习动机作为一

个个人的且不可观察的心理过程,
 

一般而言被认为是可观察学习行为的前因[6].
 

本研究聚焦于学习动机中

的一个重要变量———成就目标定向,
 

研究其对数学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
 

以丰富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动机与

学习投入关系的理解.
 

一般而言,
 

成就目标定向通常被定义为参加任务的目的.
 

Elliot
 

和Church将成就目

标定向分为3个维度:
 

掌握定向、
 

表现 接近定向以及表现 回避定向[7].
 

已有研究发现学生采用的目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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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一系列的学习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8-9].
 

趋近掌握定向的学生注重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会促进积极

的学术行为,
 

如付出更多精力,
 

与其他学生更积极讨论学业,
 

更多参与学校以外的相关活动,
 

并在需要时

及时寻求帮助.
 

趋近表现 目标定向的学生主要在于证明自身的能力,
 

也有可能在学习中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投入.
 

相反的,
 

选择表现 回避定向的学生则更专注于避免对自己不利的评价,
 

从而通常难以保持较高的

学习投入水平.
此外,

 

在成就目标定向影响学生数学学习投入过程中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

问题.
 

在有关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学业情绪是研究者广为关注的因素之一.
 

已有研究发现消极

学业情绪会负面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10].
 

而数学焦虑作为一个关键的消极情感变量,
 

是阻碍学习和表

现的主要因素[11].
 

杜玉改等人[12]的研究结果表明,
 

考试焦虑与不同维度的学习投入均存在负向相关关

系,
 

是学习投入的消极预测因素.
 

与此同时,
 

已有研究证实成就目标对学业焦虑也发挥着作用.
 

Bandalos
等人[13]发现考试焦虑和掌握定向之间存在负向关联,

 

和表现 接近定向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Daniels等

人[1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此外,
 

刘惠军等人[15]对152名中学生进行的调查,
 

证明了表现 回避

定向对考试焦虑的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

 

成就目标定向、
 

数学焦虑、
 

数学学习投入是3个相互密切关联的变量.
 

但

是针对中学生这一特定群体,
 

还鲜有研究探索数学焦虑是否在成就目标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发挥

着中介作用.
 

因此,
 

为了更深入了解这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中学

生为研究对象,
 

探讨数学焦虑在成就目标定向对数学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做出如下几个初步假

设:
 

①
 

数学焦虑对数学学习投入存在负向影响;
 

②
 

表现 接近定向和掌握定向对数学学习投入均有正向

的直接影响,
 

而表现 回避定向对数学学习投入有负向的直接影响;
 

③
 

数学焦虑在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

投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匿名调查的方法,
 

打乱问卷题项的顺序,
 

部分题项采用反向计分.
 

将有效问卷随机分成两

组,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进行问卷质量分析.
 

其中,
 

CFA拟合指标包括:
 

卡方拟合优度检验指标χ2/df,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
 

比较拟合指数CFI,
 

Tucker-Lewis指数

TLI,
 

以及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
 

在完成问卷的最终版本之后,
 

对最终版本问卷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

析,
 

以探索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

1.1 样 本

本研究选取广西、
 

河南、
 

四川、
 

湖北及重庆市的8所中学,
 

采取整群抽样法分别抽取初一、
 

初二、
 

高

一、
 

高二的学生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共发放问卷18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466份,
 

有效回收率为81.444%.
 

其中男生621人,
 

女生833人,
 

12人缺失性别信息.
 

初一336人,
 

初二324人,
 

高一405人,
 

高二392
人,

 

9人缺失年级信息.
 

944人居住在城市,
 

501人居住在农村,
 

21人缺失居住地信息.

1.2 测量工具

1.2.1 数学学习投入问卷

采用Fredricks等人编制的数学学习投入问卷[16],
 

该问卷将数学学习投入分为行为投入、
 

情感投入、
 

认知投入以及社会投入4个维度,
 

问卷使用Likert
 

5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
 

经EFA发现

一些项目因子载荷非常小,
 

有些项目存在严重的交叉因子载荷,
 

删除这些项目组成最终的正式数学学习投

入问卷.
 

最终数学学习投入问卷共包含22题,
 

其中行为投入维度6题,
 

情感投入维度6题,
 

认知投入维度

5题,
 

社会投入5题,
 

4个子维度共解释总方差的62.967%.
 

该问卷的CFA结果表示问卷具有良好的拟合

度(χ2/df=4.084,
 

RMSEA=0.064,
 

CFI=0.928,
 

TLI=0.918,
 

SRMR=0.045).
 

各维度的Cronba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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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系数分别为0.847,
 

0.889,
 

0.801和0.878,
 

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7.

1.2.2 成就目标定向问卷

对中学生采用成就目标定向问卷进行成就目标的测量,
 

该问卷由表现 接近定向、
 

表现 回避定向和掌

握定向3个维度组成,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8].
 

每个维度6个题项,
 

问卷

一共18个题项.
 

经EFA删除载荷量较小的题项,
 

最终正式问卷共保留14个项目.
 

3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54.565%.
 

CFA结果显示问卷具有较高的拟合度(χ2/df=3.695,
 

RMSEA=0.060,
 

CFI=0.936,
 

TLI=

0.921,
 

SRMR=0.043).
 

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3,
 

0.805和0.569,
 

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9.

1.2.3 数学学习焦虑问卷

采用Bai等人编制的数学焦虑问卷[17].
 

通过改编保留单一维度,
 

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完全

不符合,
 

5=完全符合).
 

EFA结果解释总方差的71.477%,
 

最终形成的问卷共5个题项.
 

CFA显示各拟合

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2/df=1.939,
 

RMSEA=0.035,
 

CFI=0.998,
 

TLI=0.995,
 

SRMR=0.010).
 

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的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SPSS进行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未旋转的因

素分析得到7个因子,
 

第一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为32.981%,
 

小于40%的标准[18],
 

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

2.2 数学学习投入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检验

表1中的N 为每个维度的项目数,
 

M 和SD 为每个维度所有题项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结果显示学习投

入4个维度得分最高的是行为投入(M=3.753),
 

其次是情感投入(M=3.523)、
 

社会投入(M=3.094),
 

这

3个维度的平均数大于中位数3,
 

表明中学生的行为投入、
 

情感投入以及认知投入水平良好.
 

得分最低的维

度是认知投入(M=2.794),
 

表明与其他维度相比,
 

中学生的认知投入水平较低.
 

数学焦虑维度平均分为

2.577,
 

表明学生数学焦虑水平较低.
 

对于成就目标定向的3个维度,
 

掌握定向维度平均分最高(M=

3.926),
 

表明学生偏向于持有掌握定向的数学成就目标.
 

随后将所有子维度得分与理论中值3进行单因素

t检验,
 

结果表明除认知投入、
 

数学焦虑以及表现 回避定向得分显著低于中值3之外,
 

行为投入、
 

情感投

入、
 

社会投入、
 

表现 接近定向及掌握定向得分均显著高于3,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1 描述性统计

维度 N M±SD t df

行为投入 6 3.753±0.729 39.556*** 1
 

465

情感投入 6 3.523±0.930 21.535*** 1
 

465

认知投入 5 2.794±0.834 -9.436*** 1
 

465

社会投入 5 3.094±0.937 3.856*** 1
 

465

数学焦虑 5 2.577±1.063 -15.220*** 1
 

465

表现 接近定向 5 3.323±0.882 14.034*** 1
 

465

掌握定向 6 3.926±0.762 46.542*** 1
 

465

表现 回避定向 4 2.820±1.033 -6.684*** 1
 

465

  注: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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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所调查学生分性别、
 

年级和地域进行了学习投入水平的差异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由结果可以看出,
 

行为投入及社会投入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

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在4种学习投入维度上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
 

初中阶段得分均高于高中阶段;
 

不同居住地学生在各维度上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城市学生数学学习投

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表2 中学生学习投入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平均数差异检验(M±SD)

行为投入 情感投入 认知投入 社会投入

性别 男 3.766±0.733 3.658±0.931 2.879±0.861 3.076±0.960

女 3.748±0.723 3.425±0.911 2.734±0.806 3.109±0.920

t 0.458 4.771*** 3.295** -0.669

年级 初中 3.980±0.690 3.845±0.867 3.111±0.854 3.319±0.988

高中 3.567±0.705 3.257±0.891 2.531±0.718 2.906±0.849

t 11.26*** 12.7*** 13.85*** 8.45***

地区 城市 3.803±0.763 3.603±0.941 2.891±0.875 3.177±0.962

农村 3.666±0.645 3.374±0.882 2.617±0.714 2.934±0.868

t 3.599*** 4.497*** 6.424*** 4.873***

  注:
 

**
 

p<0.05,
 

***
 

p<0.001.

2.3 相关分析

表3展示了在控制性别、
 

年级和居住地之后各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以及显著性.
 

结果表明学习投

入的4个维度均与学业焦虑呈负相关,
 

与掌握定向及表现 接近定向均呈正向相关,
 

而与表现 回避定向

呈负向相关.
 

同时,
 

相关分析表明学业焦虑与掌握定向及表现 接近定向均呈负向相关,
 

与表现 回避定

向呈正向相关.
表3 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行为投入 1.000

情感投入 0.646*** 1.000

认知投入 0.542*** 0.581*** 1.000

社会投入 0.542*** 0.496*** 0.674*** 1.000

数学焦虑 -0.442*** -0.620*** -0.427*** -0.364*** 1.000

表现 接近定向 0.276*** 0.246*** 0.267*** 0.259*** -0.100*** 1.000

掌握定向 0.511*** 0.560*** 0.508*** 0.462*** -0.343*** 0.466*** 1.000

表现 回避定向 -0.396*** -0.464*** -0.313*** -0.274*** 0.520*** -0.025 -0.319*** 1.000

  注:
 

***
 

p<0.001.

2.4 数学焦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成就目标定向、
 

数学焦虑对数学学习投入的影响.
 

采用Bootstrap
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从总体中进行有放回的重复抽样得到Bootstrap样本,
 

重复1
 

000次得到1
 

000
个Bootstrap样本,

 

进而得到1
 

000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
 

根据95%的置信区间进行检验:
 

若95%置信区

间不包含0,
 

则认为中介效应存在;
 

置信区间包括0,
 

则中介效应不存在[19].
 

图1展示了数学焦虑在表现

接近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模型的拟合指标为:
 

χ2/df=5.675,
 

RMSEA=0.056,
 

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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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3,
 

TLI=0.906,
 

SRMR=0.058.
 

结果发现表现 接近定向可以直接预测数学学习投入(β=0.284),
 

也可以通过数学焦虑的中介作用对数学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
 

数学焦虑的中介效应为0.099,
 

间接效应

对应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53,
 

0.148],
 

置信区间不包含0,
 

效应显著.
图2为数学焦虑在掌握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χ2/df=

5.800,
 

RMSEA=0.057,
 

CFI=0.910,
 

TLI=0.903,
 

SRMR=0.055.
 

结果表明掌握定向可以直接预

测数学学习投入(β=0.538),
 

也可以通过数学焦虑的中介作用对数学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
 

数学焦虑

的中介效应为0.212,
 

间接效应对应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180,
 

0.250],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效应显著.

a1~a5 分别代表数学焦虑的5个条目;
 

b1~b5 分别代表表现 接近定向的5个条目;
 

***
 

p<0.001.

图1 表现 接近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

a1~a5 分别代表数学焦虑的5个条目;
 

c1~c6 分别代表掌握定向的6个条目;
 

***
 

p<0.001.

图2 掌握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

以表现 回避定向为自变量,
 

建立数学焦虑在表现 回避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模型,
 

结果如图3

所示.
 

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χ2/df=6.190,
 

RMSEA=0.060,
 

CFI=0.916,
 

TLI=0.908,
 

SRMR=0.055.
 

结果表明表现 回避定向对数学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不显著,
 

而是通过数数学焦虑的完全中介作用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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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习投入产生间接影响.
 

数学焦虑的中介效应为-0.227,
 

间接效应对应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

为[-0.320,
 

-0.160].

a1~a5 分别代表数学焦虑的5个条目;
 

d1~d3 分别代表表现 回避定向的3个条目;
 

***
 

p<0.001.

图3 表现 回避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

3 讨 论

3.1 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
 

数学焦虑以及成就目标定向的现状

本研究以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数学学习投入、
 

数学焦虑以及成就目标定向的现状作了分析.
 

描

述性统计结果表明,
 

对于数学学习投入,
 

除认知投入以外,
 

行为、
 

情感和社会投入均高于理论中值3,
 

属

于中等偏上水平.
 

说明现阶段中学生对于数学学习普遍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和情感,
 

能积极参加各种数

学学习任务,
 

并与同学有较高水平的数学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发现中学生数学认知投入水平偏

低.
 

这可能是由于中学阶段数学难度比小学阶段明显增加,
 

一部分学生适应困难,
 

从而降低了数学认知

投入.
 

另外本研究发现学生的数学焦虑得分低于中值3,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由于本次调查未针对毕业

年级,
 

可能这些学生还没有过重的升学压力,
 

由此在数学学习过程中,
 

并没有表现出过大的心理负担,
 

从而导致数学焦虑.
 

在成就目标定向方面,
 

中学生的表现 接近定向和掌握定向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而表现 回避定向属于较低水平.
 

这反映出在中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
 

大多数学生以掌握数学学习内容

和表现出更高的数学能力水平为目标.
另外,

 

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学情感和认知投入2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男生得分显著高于

女生,
 

这可能由于男生和女生受到的社会期望不同造成的.
 

一般而言男生普遍承担更高的家庭期许,
 

为了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男生往往会对数学学习投入更多的情感,
 

从而采用更为深层次的学习策略.
 

由此中学

阶段数学教学可以使用差异教学,
 

更加注重女生数学态度的培养,
 

缩小男女生在数学上的学习投入差异.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4种学习投入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
 

初中学生普遍比高中学生拥有

更高水平的数学学习投入.
 

刘在花[20]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年级升高,
 

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也会逐渐发生变化.
 

从初中到高中,
 

学生面临的数学学习压力日益增加.
 

特别在高中阶段,
 

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强度都在不

断提高,
 

而这种外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从而导致学习投入表现出下降的趋

势.
 

因此,
 

对于高中学生,
 

日常教学更应该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性,
 

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而不是长时

间的机械练习和高强度的学习.
 

同时,
 

本研究还发现数学学习投入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
 

对

于本研究调查样本而言,
 

城市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学生投入水平.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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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教学条件、
 

师资水平和家长对数学学习的重视程度都要高于农村,
 

从而使得城市学生在数学学习的投

入程度上也相应地高于农村学生.

3.2 成就目标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成就目标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不同.
 

表现 接近定向和掌握定向与

数学学习投入均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而言,
 

中学生的表现 接近及掌握定向越强,
 

则在数学学习中会

表现得更投入.
 

当学生专注于掌握数学内容时,
 

他们往往愿意更为深入地思考数学问题,
 

愿意使用有效的

数学学习和自我监管策略,
 

自我调节产生更为积极的数学学习情感,
 

也会更倾向于跟同学进行数学学习方

面的交流和讨论,
 

从而提升其数学学习投入水平.
 

这也说明表现 接近定向与使用认知策略有关,
 

与消极情

感存在负向关系,
 

进而正向影响数学学习投入.
 

这一结果也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21-22].
不过倾向于持有表现 接近定向的学生与倾向于持有掌握定向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别.

 

从本

研究结果可以明显看出与表现 接近定向相比,
 

掌握定向能预测更高的数学学习投入水平.
 

也就是当学

生追求掌握定向时,
 

他们的目标是真正学习或掌握数学任务,
 

学生会主动参加多种类型的数学学习活

动.
 

相反,
 

当学生追求表现 接近定向时,
 

目标是展示自身在进行数学任务的能力,
 

避免在任务中表现出

无能.
 

当学生持有这样的学习目标时,
 

他们的学习投入也就可能不如掌握定向那么深,
 

但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促使他们付出努力和精力来进行数学学习.
 

此外,
 

如果学生对他们超越他人的机会感到悲观,
 

他们

就可能会采取表现 回避定向.
 

也就是由于他们恐惧失败,
 

就会进一步减少数学投入,
 

由此来避免使自

己看起来缺乏能力.

3.3 数学焦虑在成就目标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数学焦虑在成就目标定向与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

究结果显示数学焦虑在表现 接近定向、
 

掌握定向以及表现 回避定向与数学学习投入的关系之间均发挥

显著的中介作用.
 

若中学生拥有较强的掌握定向和表现 接近定向,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的数学焦

虑水平.
 

相反,
 

若中学生持有表现 回避定向,
 

则会增加学生的数学焦虑水平.
 

而高水平的数学焦虑往往

对学习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降低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水平.
 

这与很多先前关于成就目标和学业焦虑的研

究结论类似[23-24].
 

这也可能由于趋于掌握定向和表现 接近定向的学生注意力集中在掌握数学任务和表

现自身的数学能力上,
 

愿意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付出努力.
 

因此,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会主动调整自己的数

学学习策略,
 

调节自身的负面情绪.
 

而趋于表现 回避定向的学生渴望获得良好的表现,
 

想向他人展示

自己的能力,
 

过于关注外在的判断或排名,
 

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从而导致负面情感的产生.
 

因此,
 

对于数学焦虑水平较高的低数学学习投入的学生,
 

如果仅仅对其数学焦虑水平进行干预,
 

只通过减少其

数学焦虑程度来提高数学学习投入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效益.
 

而将数学焦虑的干预措施与树立积极的成

就目标定向相结合可能会取得更为优良的效果.
总的来说,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数学焦虑在成就目标定向对数学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

此在实践中,
 

理应更关注并对此问题进行干预,
 

帮助学生建构积极的数学学习动机.
 

同时要重视学生的数

学学习过程而不是只关注数学学习成果及表现,
 

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内在

动机.
 

此外,
 

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成就目标,
 

不要过多地关注学生之间的比较,
 

而应把关注点放

在个人的进步上,
 

降低学生的数学焦虑,
 

尽量减少数学学习非投入现象的产生.

4 结 论

1)
 

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普遍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且存在性别、
 

年级及城乡差异.

2)
 

表现 接近定向和掌握定向对于中学生的数学学习投入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而表现 回避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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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生数学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

3)
 

在成就目标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中,
 

数学焦虑起到中介作用.
 

其中,
 

在掌握定向和表现 接近定

向对于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正向中介作用,
 

在表现 回避定向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负向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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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thematics
 

anxi-

ety,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1
 

46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students
 

mathematics
 

engagement
 

scale,
 

mathematics
 

anxiety
 

scale
 

and
 

achievement
 

goal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generally,
 

at
 

a
 

moder-

ately
 

high
 

level,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ender,
 

grade
 

and
 

region;
 

that
 

both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
 

and
 

mastery
 

goal
 

can
 

positively
 

predi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while
 

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
 

does
 

not
 

significantly
 

predi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mathe-

matics;
 

and
 

that
 

the
 

mastery,
 

performance-approach
 

and
 

performance-avoidance
 

goal
 

all
 

aff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thematics
 

anxiety.

Key
 

words: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mathematics
 

learning
 

engagement;
 

mathematics
 

anxiety;
 

media-

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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