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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本乃一课之“本”。
虽然高校的教材一般不会称之为“课本”，其分量也没有中小学课本那么重，但教材建设实为高校的
基本建设之一，这大概是多数人都能接受或认可的。
　　无论是教与学，教材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本好的教材，既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亦是教师之善事利器。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国的高校教材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其中，举全国之力而编写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为千百万人的成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些举全国之力而编出的“统编教材”、“规划教材”无疑具有权威性。
但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办学层次的增多，包括法学专业在内
的以往编写的各种“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就日益显露出其弊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
最为突出的，一是内容过于庞杂。
无论是“统编教材”还是“规划教材”，由于过分强调系统性与全面性，几乎每本教材都是章节越编
越长，内容越写越多，不少教材在成书时已逼近百万字，甚至超过百万字，其结果是既不利于学，也
不便于教，还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
二是重理论而轻技能。
几乎所有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都犯了一个通病，即理论知识分量相当重甚至很重，技能训
练却少有涉及。
这样的教材，不要说“二本”、“三本”的学生不宜使用，就是“一本”的学生也未必是合适的。
　　现代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本专科合格毕业生应该同时具备知识素质与技能素质。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都很重视素质教育；毫无疑问，素质教育中少不了知识素质的培养，但是，仅注
重学生知识素质的培养而轻视实际技能的获得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都知道，在任何国家或任何社会，高端的研究型人才毕竟总是少数，应用型、操作型的人才才是
社会所需的大量人才。
因此，对于“二本”尤其“三本“的学生来说，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其知识素质与技能素质的培养
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为了使其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明显强于少数的日后从事高端研
究的人才，这类学生技能素质的培养甚至比知识素质的培养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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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系统地阐述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
理论。
同时，本书还安排了引言、学习目的与要求、知识结构简图、引例、引例解析、难点追问、前沿提示
、思考题、推荐阅读书目等内容，有利于学习者有效地落实学习目的，并能熟练掌握民事诉讼的整个
程序，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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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本证是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
反证是对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用以证明该事实不成立的证据。
对于原告而言，应对被告向其借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被告而言，应对借款已经清偿的事实承
担举证责任。
因此，“借据”是本证，“收据”也是本证。
直接证据是能够直接、单独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间接证据是不能直接、单独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但与其他证据结合就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
据。
所以，对原告而言，“借据”是其直接证据；对被告而言，“收据”也是其直接证据。
　　2.本案的举证责任应这样负担：由原告丁鹏承担其所受到的损害与电视机产品质量有关的举证责
任，被告某商场承担原告使用不当以及产品质量合格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即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
本案中原告认为其损害是由电视机质量有问题造成的，而被告认为原告的损害是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
，因此他们应分别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另外，《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
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证据规定》第4条第6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
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该案中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产品的生
产者就应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只有证明存在法定免责事由才能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本案中原告只需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与电视机发生爆炸有关即可，电视机质量是否合格或使用
方法是否得当应当由被告来证明，若被告不能证明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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