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证据法学》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5202003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证据法学》为大二学生在下半学期开设的选修课。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掌握法律适用中关于证

据、证明和事实认定的立法逻辑、规范解释和实践；主要教学内容是关于证据的规范、诉讼证明的

规则和事实认定的逻辑，重点难点在于事实认定的逻辑；主要教学方法是中外证据法学理论比较研

究、证据规范及证明规则的法理及结合案例讲授在事实认定中证据法法律适用的逻辑；基本要求：

平时的考勤、课堂互动、作业计入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根据开课学期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或闭卷

考试学生对证据法学掌握的知识点，或学期论文、案例分析的形式考学生分析论证问题的能力。

学习《证据法学》让学生们懂得，《证据法学》是打通实体法与程序法桥梁的学科。“打官司就

是打证据”，任何法律上的纠纷，都是要从证据出发。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将实体法规定的应然性

法律评价置入其相对应的程序法适用之中，必定是落实到证据法适用上来的过程。证据法学是一门

关乎法律适用的技术的学科，是探讨在诉讼中如何认定事实（真相）的技术。

法科生只有学会尊重事实，认真对待事实，才能防止裁判的任意性，才能更好的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真正做到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Evidence Law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sophomor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mester. The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legislative logic,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which are about Evidence, Proof and Fact(EPF), in application
of law. The main content is about the norms of evidence, the rules of litigation proof and
the logic of fact finding.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s the last one. The main teaching
methods are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teaching of
legal principles of norms of evidence and rules of proof , and the analysis of case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re that the usual scores include the daily attendance,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homework, and the final examination has two form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in the semester. Either the students’ mastery of Evidence
Law is examined by closed book examination, or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demonstrate
problems is examined in the form of term papers and case analysis.

Learning Evidence Law enable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discipline that bridges
Substantial law and Procedural la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a lawsuit is evidence. ”
All legal disputes have to start from ev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of law, putting
the legal necessity provided by substantial law into its corresponding procedural law will
certainly be implemented in evidence law. Evidence law is a subject related to the
technology of application of law which is to explore how to identify the facts (truth) in
litigation.



Only when law students learn to respect the facts and take them seriously can they prevent
arbitrariness in judgment. Further, they can better implement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truly achie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benefiting the people, serving in honest, and
cultivating both morality and law.

*教材

（Textbooks） 《证据法学》（第七版），何家弘 刘品新著，法律出版社 2022年版。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证据法学》（第五版），陈光中主编，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

《证据法学》，祁建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腾讯会议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祁建建 法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司法

制度、性别平等、反性别暴力法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认识中外证据法学的发展概况与历史脉络

2.掌握证据法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相关知识

3.通过证据法学，训练运用证据法认定事实的能力，将已经学习的实体法（刑法、民法等）与其相

对应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结合起来，让所有的部门法学习能够在实践中落地。

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是司法裁判的基础，让学生学会尊重证据，学会认真对待证据。

*考核方式

（Grading）
期末考评为学期论文的方式，平时成绩由出勤率、课堂互动、作业等组成，本学期成绩由平时成绩

和期末成绩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视频展示犯罪事实、课堂汇报、课后实践、案例教学

第一周 3 3

第一章绪论

一、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

二、证据法的体系

三、证据法的功能



四、证据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第二周 3 2 1

第二章 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神示证据制度时代

二、法定证据制度时代

三、自由心证时代

四、我国证据制度的沿革

第三章 两大法系证据规则简介

一、证据规则与诉讼制度的关系

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

三、大陆法系证据规则

第三周 3 3

第四章 证据的概念和属性

一、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二、证据的相关性与可采性

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

第四周 3 2 1

第五章 证据的种类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当事人陈述

第五周 3 2 1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检查及现场笔录

九、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第六周 3 2 1

第六章 证据的分类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二、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四、本证与反证

第七周 3 2 1

第七章 证明与证明对象

一、诉讼证明

二、证明对象

三、证明方式

第八周 3 2 1

第八章 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

一、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概述

二、民事证明标准

三、刑事证明标准



第九周 3 2 1

第九章 推定、司法认知与自认

一、推定的构成

二、推定的分类

三、司法认知

四、自认

第十周 3 3

第十章 关联性

一、关联性概述

二、证据法框架中的关联性

三、关联性规则的内容

四、关联性规则的适用

第十一周 2

第十一章 特免权

一、 特免权的概念

二、 特免权的范围

三、 特免权的适用

第十二周

第十二章 证人、专家

一、 证人、专家的资格

二、 质证

第十三周

第十三章 传闻

一、传闻概述

二、传闻规则的适用

第十四周

第十四章 鉴真与辨认

一、鉴真

二、辨认

第十五周

第十五章 书证与录音录像

一、书证

二、录音

三、照片及录像

第十六周

第十六章 证据立法探讨

一、必要性

二、立法例

三、主要内容

总计 32 20 3 5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