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证据法学 

一、课程编码：22-030100-009-23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学科专业： 法学硕士、法律硕士 

三、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研究生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证据法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证据法、

证据法学的发展历史、证据与证明的主要制度等，使得研究生熟悉证据法以及其研究的历史

脉络，能够运用证据法的知识分析、解决司法实践问题。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导论                                                            3 学时 

1.1 证据法  

1.2 证据法学 

1.3 证据制度之历史演变 

2  证据法的基本理论问题                                            3 学时 

2.1 证据法的理论基础 

2.2 证据法的目的 

2.3 证据法的基本原则 

3  证据论                                                          5 学时 

3.1 什么是证据？ 

3.2 诉讼证据的特点 

3.3 证据的两个维度：证据能力与证明力 

3.4 证据种类的立法修改及反思 

3.5 专家辅助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3.6 书证的证明力 

4  证据规则                                                         6 学时 

4.1 关联性规则 

4.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3 传闻证据规则 

4.4 意见证据规则 

4.5 最佳证据规则 

4.6 补强证据规则 

5  证明概论                                                         2 学时 

5.1 诉讼证明的界定及其构成要素 

5.2 诉讼证明的类型 

5.3 诉讼证明的相对性 

6  证明对象                                                         2 学时 

6.1 证明对象的界定与范围 



6.2 免证事实 

7  证明责任                                                        4 学时 

   7.1  证明责任的内涵与功能定位 

   7.2  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 

   7.3  证明责任的减轻、倒置与裁量 

   7.4  证明责任理论的新发展 

8  证明标准                                                        3 学时 

8.1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证明标准 

8.2  有关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 

8.3  对证明标准功能的反思 

9  证明的过程                                                      4 学时 

9.1 证据的收集与提出 

9.2 证据的质证 

9.3 证据的认证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课堂讨论与结课论文相结合。具体分为：课堂讨论成绩 40％，结课论文成绩 60％，其

中结课论文字数不得少于 6000 字，参考文献不得少于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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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纲撰写人：于鹏 

 


